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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浦东新区
规定区域，乘客用手
机 APP 下单，随后一
辆无人驾驶出租车从
远处驶来。乘客上车
后，按下后排座椅前
方屏幕上的“开始”键，
车辆便开始行驶，遇到
转弯、红绿灯时可自动
刹车，时速最高达到47
公里/小时。

7 月 8 日，百度智
行、AutoX 安途、小马
智行 3 家企业 15 辆车
获得上海市浦东新区
首批发放的无驾驶人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
试牌照。本次获得牌
照的企业可在浦东新
区行政区域内划定的
路段、区域开展车内
全无人的智能网联汽
车道路测试。

7 月 7 日，北京也
正式迈入自动驾驶“车
内无人”商业化试点阶
段。北京市高级别自
动驾驶示范区工作办
公室宣布：企业在达
到相应要求后，可在
北京市智能网联汽车
政策先行区内，面向
公众提供常态化的自
动 驾 驶 付 费 出 行 服
务。目前，先行区内
无人化测试车辆共计
116台，测试总里程近
200万公里，商业化试
点累积订单量150多万
人次。

根据《北京市智能
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
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
业化试点管理细则（试
行）》修订版，在自动
驾驶“车内无人”商业
化试点阶段，将更加注重对自动驾驶企业服务能力
的考核，主要围绕乘客车内安全风险、交通环境风
险、自动驾驶功能风险三方面的解决方案进行专业
论证和实车评估。同时，针对商业化试点车辆，监
管方要制定日常监管专项内容及应急预案，保障车
辆道路活动的有序开展。

经过几年发展，北京、上海等地已经具备了较
为完善的自动驾驶商业化试点条件。

2021年4月，北京市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成
立，分阶段有序推进场景开放。同年 10 月至 11 月，
在国内率先开放车内有安全员的自动驾驶无人化道
路测试与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今年3月，北京进入

“车内无人”载人示范应用阶段。业内人士指出，前
期工作为先行区进入“车内无人”商业化试点阶段打
下了坚实基础，也提供了丰富的载人示范应用经验。

北京市自动驾驶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北京
市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通过对政策与监管体系
的持续迭代创新，为企业技术能力验证与服务经验
积累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基于前两个阶段对无
人化技术能力的充分验证，本次开放车内无人商业
化试点，主要考察企业的服务能力。未来，先行区
将充分总结无人化测试路径，为乘用车场景规模化
落地与其他出行服务场景建设提供参考，为产业形
成从技术验证、示范应用到商业化探索的完整闭环。

今年3月，浦东新区颁布了国内首个智能网联汽
车创新应用地方性法规《上海市浦东新区促进无驾驶
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规定实施细则》，为智能网
联汽车无人驾驶夯实了法律保障。此次无驾驶人智
能网联汽车从封闭道路走向开放道路、从有安全员
的状态转变为完全无人化，推动了无人驾驶领域的
创新与发展，标志着浦东新区自动驾驶汽车真正迎
来无人化阶段。

据介绍，浦东新区将有效促进自动驾驶出租、
车路协同信息服务、园区无人配送、自主泊车、自
动驾驶微循环公交等高级别自动驾驶应用场景与“云
端一座城、地上一座城、地下一座城”的智慧城市 3座
城理念无缝融合，打造“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网
联汽车”融合模式发展，形成产业集聚的全球车城融
合标杆，推动无人驾驶商业模式在浦东新区先行先
试，倾力培育全新的产业生态体系。

“预料到景点‘俏’，但没想到这么‘难’”

“景点的热度，简直比最近天气的温度还要高！”上海
市民李女士原本想趁暑假带刚上小学的孩子到北京游玩
一圈，做行程规划时，却意外地发现今年北京景区的门
票实在火爆。“看了好多知名景点预约平台，几乎都是门
票售罄，而且卡着点去抢也是‘秒光’。预料到景点一定很

‘俏’，但没想到竟然这么‘难’。”无奈之下，李女士和家人
暂时放弃了暑期游北京的计划，开始另做打算。

近期，许多游客体验了旅游景区、文博场馆的预约
难、抢票难。社交平台上有外地游客反映“人来了票没约
上”，还有业内人士笑称“北京旅游从业者成为抢票‘机
器’”。因各景区预约放票时间不一，网络上还流传着一份
份“抢票日历”，精准提示具体抢票时间……但“国博门票3
分钟售罄”“旅行社因为没有景点门票而劝返游客”等情形
还是频繁见诸网络。

记者 7 月 10 日查询发现，故宫 1 周内门票已全部约
满；国家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的入馆门票预约页面直接显
示“产品已售罄”；北京环球影城门票依然可以购买，不过
近期优速通产品已涨价至1500元且全部售罄。

随着暑期到来，不仅仅是北京，上海、成都、广
州、西安等城市热门景区也是一票难求。比如，西安的
陕西历史博物馆、兵马俑、《长恨歌》演出等门票预约火
爆。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截至7月3日，室内博物馆门
票预订量环比上月同期涨了3倍，全国海洋馆门票预订量
环比上月同期增长4倍。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青岛海洋博物
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等成为最热路线，部分场
馆门票预约十分紧张。

“一票难求背后有喜有忧。”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
副所长景俊美对本报记者说，这一方面反映人们更加重
视精神世界的提升，文化休闲类需求增加，推动着消费
不断迈向品质化、多元化，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直
接体现。另一方面，说明大家还是集中奔着热点去，更
多文化休闲空间和消费选择还有待被更多人所知晓。同
时，供给方在承接消费热潮方面还有所不足。

出行需求井喷，供需矛盾更突出

预约订票为啥难？因为需求实在火爆。
积累了 3年的出游需求，在今年“五一”、暑假等各类

假期迎来集中释放。以暑期来说，去哪儿数据显示，6月
23日后，暑期机票预订量进入快速增长期，7月首周为首
个预订高峰，此后每周预订量都将维持在较高水平，预
计将持续到8月13日后才会逐渐下降。

“得益于航班量增加和庞大的旅客出游需求，6月 30
日国内旅客量已接近‘五一’假期峰值。从往年预订数据
来看，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
肖鹏说。

需求井喷且集中涌向部分目的地时，供需之间的矛
盾凸显。一般来说，景区都有最大游客承载量，文博场
馆为了保证古建、文物安全和游览质量，尤其如此。故
宫、国博等场所近期门票“秒光”就是直接体现。

其实，预约难，难住的不仅是游客，也考验着景点
和城市的管理水平。最近，多方推出举措，在扩大供给
方面做文章。

——最大程度满足消费需求。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
表示，颐和园、天坛等市属公园将动态调整放票量，及
时将退票、爽约票回填票池。

——深度挖掘休闲资源。比如北京不仅有故宫、国
博、长城等知名景点，还有大量名人故居、历史遗迹、
文化会馆等遍布城市空间。近期，一些网络平台上线了

“趣玩”地图，除热门打卡地外还挖掘出小众宝藏景点供
旅客选择，CITYWALK（城市漫步）、中轴线骑行等也吸引
了不少年轻人。

“游客过度集中在部分场所，既影响了大家的出行体
验，也不利于市场活跃度的整体提升，甚至对相关消费
形成制约。”景俊美建议，相关部门可以搭建信息资源共
享平台，充分挖掘城市内的休闲文化资源，合理分流、
导流，让大家获得良好的城市体验。

也有游客发现，在官方渠道抢不到的门票，有时却
可以通过第三方平台或“黄牛”买到：还有的场馆，免费
门票预约不到，收费的套票、特展则有余票；面对散客
的票早早显示“售罄”，通过旅行社则可以买到票。

“面对预约难、订票难的问题，首先要做的是尽可能
科学调配资源，让服务更加细微立体，不给投机分子可
乘之机。同时，开展必要的文化执法，打击市场乱象，
净化市场环境。”景俊美说。

灵活调整，做好品质化个性化服务

暑期出行热，引起各方对“预约”如何进一步完善的
思考。

近年来，旅游景区预约制逐步推开，尤其是前几年
出于新冠疫情防控需要，预约制走向常态化。一方面，
实行预约制，优点很明显。不少业内人士分析，对景区
而言，实施门票预约制度是加强精细管理、提升景区品
质、保护旅游资源的重要手段。对游客而言，预约制可
以分散客流，避免因“人满为患”影响体验，同时节省排

队购票时间等。可以说，预约制和线上化是大势所趋。
另一方面，消费者也反映，预约常态化不宜“绝对

化”，还应多一些灵活调整。
在北京生活的龙女士就曾有过不太愉快的经历。今

年初，龙女士和家人外出时无意中发现街头有一家感兴
趣的专业博物馆，上前询问，却被告知只有提前预约一
种入馆方式。“当天入馆人流量并不大，如果参观浏览量
未达上限，我们却单纯因为没有提前预约而被拒之门
外，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抱憾而归的龙女士说，预约
制虽好，但不能太刻板。

比如，莫把老人拒之门外。实行预约制，虽然对多
数人来说操作轻松便捷，但对不熟悉网络的老年群体来
说却相当于新的门槛。据了解，部分场所设置了老年人
爱心服务窗口，可以办理现场购票，消费者希望类似做
法可以普遍推广。

再如，在预约制之外增加一些灵活安排，以更好满
足市民需求。“生活在城市，或是突然赶上好天气、或是
偶得空闲，总有一时兴起、临时起意的时候，在当日预
约参观量未达上限的情况下，作为城市公共资源的景
区、文博场所等在预约、售票方面可以更加灵活，为市
民保留一份随性和浪漫。”龙女士说。

此外，预约服务要更精细、透明、便利消费者。据
了解，目前有的景区门票需要提前1周抢，有的需要提前
5天；放票时间有的在下午或傍晚，有的则在夜里12点。

“深夜抢票”甚至在社交网络上形成热点话题。对此，有
关专家建议，能不能把放票时间集中在白天？能不能合
理分配，对接团队游客和散客的不同需求？在出行消费
迅速攀升的背景下，相关方面能否及时评估市场变化，
在承载范围内尽可能增加旺季门票的供给？

预约制下，对于大量免费场馆，消费者“先约了再
说”的行为不同程度存在，此时不仅应把爽约票及时回填
票池，还应做好测算评估，根据爽约票占比适当扩大门
票的投放量。

“预约制终究只是一个手段，为大众提供品质化、人
性化的服务才是目的。”景俊美说，作为城市公共资源的
景区、文博场所等切莫在门票预约上走向极端，不要以

“智慧生活”为名筑起“数字围墙”，而应充分调度资源、做
好精细服务，努力让乘兴而来的人们满意而归。

本报北京电（记者孔德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近期审议通过《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进一步细化婴幼儿配方乳粉标
签和说明书规定，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关系婴幼儿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特殊食品司司长周石平
介绍，近年来，婴幼儿配方乳粉年度抽检合格率均超
过99%，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乳粉行业规范发展；国产
品牌的市场份额逐年增加，2020 年婴配奶粉国产品牌
销售额占比约为60%，消费者信心明显提振。但是，如
何进一步严格配方注册、优化审批流程、促进配方研
发、鼓励企业创新等需要从立法层面予以明确。

此次《办法》对拟在中国境内生产销售和进口婴幼
儿配方乳粉的企业，从申请与注册程序、标签与说明
书、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主
要内容包括：

一是严格配方注册，细化核查要求。明确需要开
展现场核查的情形和要求，并强调现场核查需抽取动
态生产的样品进行检验；明确禁止变相分装和 8种不予

注册的情形，如申请材料弄虚作假、不真实，产品配方
科学性、安全性依据不充足，申请人不具备与所申请
注册的产品配方相适应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或者检
验能力等。

二是进一步规范标签标识，维护消费者权益。明
确产品名称中有动物性来源字样的，其生乳、乳粉、
乳清粉等乳蛋白来源应当全部来自该物种；声称生
乳、原料乳粉等原料来源的，应当如实标明来源国或
者具体来源地。同时，进一步细化标签中禁止含有的
内容，如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不得明示或暗示
具有增强免疫力、调节肠道菌群等保健作用；不得使
用“进口奶源”“源自国外牧场”“生态牧场”“进口原料”

“原生态奶源”“无污染奶源”等模糊信息；不得使用“人
乳化”“母乳化”或者近似术语表述等。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执行副会长厉梁秋认为：
“新《办法》以行业健康发展为导向，为婴幼儿配方乳粉
行业健康良性有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目前婴配乳
粉市场安全平稳，根据估算，2022 婴配奶粉品类总体
零售总额约为14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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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北京、上海、成都多地热门景区及场馆“一票难求”——

怎么看今夏“预约难”？
本报记者 李 婕

近期，北京、上海、成都多地热门景区及场馆“一票难求”——

怎么看今夏“预约难”？
本报记者 李 婕

“机票、酒店都订好了，连年
假都请了，没想到门票总也抢不
到！”“能不能成行，以前看交通，
现在得看门票”……进入暑期，北
京 成 为 全 国 最 热 门 的 出 行 地 之
一，不少游客对知名景点的“预约
难”深有感触。

不仅是北京，近期上海、成
都、广州、西安等地热门景区和场
馆“不缺游客缺门票”的现象同样突
出。“预约难”折射出消费加速回
暖、市场热度提升的良好趋势，也
对如何对接需求提出新要求。

不得使用“进口奶源”“生态牧场”等模糊信息——

婴幼儿配方乳粉新规出台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近年来充分利用麦秸秆、玉米秆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养牛业，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图为
崆峒区的农民正在用打捆机打包刚收割的小麦秸秆。 黄蔚林摄 （人民视觉）

▲随着暑假来临，北京暑期游逐渐升温，各地
游客来到北京参观游览。图为游客在故宫。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上海迪士尼乐园达菲缤纷夏日巡游正在精彩
上演，吸引了众多游客。

王 初摄 （人民视觉）

小麦秸秆变废为小麦秸秆变废为““宝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