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追 问问
近年来，乘着政策的东风，自动驾驶发展势头迅猛。上海、北京、长沙等城市加速布局；百度、蔚来、滴滴等企业深度

试水。关于高度自动驾驶落地应用的话题频频成为热点：高度自动驾驶后，还要不要考驾照？车联网了，行踪会不会太
“透明”？高度自动驾驶车普通人用得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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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唤宇

新能源车主最怕啥？续航短和充电

难。近日有媒体报道，安徽省淮南市大

量充电桩成“僵尸”桩，市区290多个充电

桩只有30多个可以使用。人们不解，当

初重金投建的充电站、充电桩为何沦为

了“充电装”？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逐渐

呈现出“弯道超车”的态势，车辆续航里

程逐步提升，但充电难依然是众多新能

源车主的心病，也让潜在消费者望而却

步。要实现车桩比从目前的3:1建设成

为1：1的目标，颇为不易。在这种供不应

求的情况下，为何一些地方奢侈到大量

废置充电桩？

首先，盲目跟进，趁风扬帆。2014年

5月，国家电网宣布向非国有资本开放电

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市场，引入民间资本

参与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建设。充电桩

建设成为风口，各地纷纷出台丰厚的补

贴政策，投资者和投机者纷纷入局，数百

家电力能源和充电运营企业顺风而起。

而某些地方政府简单追求政绩和形象工

程，在设施建成后欠缺不断跟进、持续调

整和提供配套服务的意识和动力。更有

一些企业“醉翁之意不在酒”，有的为了

补贴而来，有的看中充电场地的未来升

值，并非真心实意经营充电事业。

其次，重建轻管，北辕适楚。有的充

电桩建成后几乎无人问津，有的地方却

一桩难求，布局不合理，规划建设同实际

需求严重脱节。与此同时，充电桩建设

维护和运营成本高，“重建设、轻运营”现

象严重，导致充电桩的运营管理和服务

跟不上，严重影响了用户体验，盈利更是

迟缓。部分充电桩虽然在重金投资下立

起来了，但要么设备老化，要么选址偏

僻，自然被消费者嫌弃。

最后，各不相谋，缺乏互通。目前，

市面上可查到的充电桩APP超过50个，

充电运营商多而散，运营商与用户之间

存在着“信息差”，充电桩便成了“孤

岛”。这种各自为战的状态导致不少充

电桩自建成起就处于闲置状态，沦为不

折不扣的“僵尸桩”。

发展新能源汽车必须要解决充电难

题。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

是解决当前充电难、扭转新能源汽车口

碑的关键。避免“充电装”现象，还需多

方发力。

对政府而言，面子工程不能要，“甩

手掌柜”也不能当，要避免“粗暴式”补贴

刺激，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主动制定政

策。2018年，北京市率先出台《电动汽车

社会公用充电设施运营考核奖励实施细

则》，以考核评价结果给予充电设施企业

一定的财政资金奖励。一年时间，北京

市社会公用充电设施利用时长率提升超

过4%，利用个数率提升近20%；充电场站

的建设更是有了显著提升。

充电桩企业应当创新发展模式，在

深度调研市场后按需建设，加强管理，推

动充电桩布局逐步趋于科学合理，切实发

挥作用。同时，企业应当抛弃各自为战的

发展思路，建立行业标准和信息平台，无

论是推动充电桩行业发展，还是解决用户

“找桩难”困境，信息的互联互通都势在必

行。此外，在发展充电模式的同时，换电

模式也值得鼓励，有效盘活充电、换电资

源才能实现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张铎木

11月17日，贵州省多家媒体播发了

一则特殊“检讨”：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

福泉中学一名聂姓女教师因驾驶非机动

车在人行道上行驶，严重违反了《道路交

通安全法》，向全市人民道歉。除此之

外，聂姓女教师所在的福泉中学副校长

也在媒体上公开道歉。

笔者了解到，此前福泉市曾表态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但今年落选，随后该市

开始对交通违法行为在当地主流媒体上

公开曝光。除聂姓女教师在媒体平台上

公开检讨外，当地媒体还曝光了多起市

民交通违法行为，包括行人横穿马路、闯

红灯、驾驶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不戴安全

帽等。曝光信息中，违法者的照片、姓名

和身份证号码都进行了马赛克处理，但

对聂姓女教师的曝光却是在电视上时长

45秒的公开检讨。这很容易让人联想

到，某地一位教师因为在“占道经营摊点

买菜”被全县通报、多位教师假期自费

AA制聚餐受通报批评等矫枉过正的事

例。杜绝不文明行为的初衷人们都能理

解，但是为了文明而“文明”，是不是另一

种“不文明”呢？像这样变相“示众”，怕

是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即便算不上违

法，但也未必合法。

曝光交通违法者带有一定的惩罚

性，其主要目的并非制裁违法者，而是震

慑、警示公众不要违法，文明遵守公序良

俗。但好的初衷是否与好的结果相统

一，还要看手段是否文明合法、合常理。

文明是什么？首先是法治思维，如果缺

乏法治意识，任凭街再亮、地再净，也算

不得文明。对不文明行为的治理，理当

本着法治原则，过罚相当。如果过了头，

最终伤害的还是文明。

从执法效果上看，媒体传播的广泛

性、公开性以及快速性、权威性，使得实

施的批评行为有巨大的社会影响。法院

曝光“老赖”，让“老赖们”深感“赖”字附

身如芒在背，千方百计筹款还债，法律的

尊严得以彰显，受害人的权益得以保

障。但这种曝光并不是头脑发热的行

为，而是基于法律的许可。行人轻微违

反交通法规被曝光，诚然可以教育违法

者本人，影响其亲朋，更让公众警醒。但

曝光的分寸怎样拿捏，却不能不讲究。

个人信息曝光面向不特定社会公

众，会克减违法行为人的权益，对其名誉

权、隐私权等造成实际影响。即便被法

院判定有罪，如果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

那么媒体也不可以在当事人不允许的情

况下公布肖像特征等个人信息。在隐私

权让渡缺乏法律许可的情形下，过度曝

光就是对正当私权的伤害，这对文明的

破坏只能是更加强烈。在聂姓女教师曝

光检讨事件中，其所在学校的常务副校

长也受到株连，代表学校在当地媒体上

亮相表态。这种株连之法，是封建社会

的陈规旧律，为现代法治文明所不容，其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消解，是显

而易见的。

曝光是否太过，至少从两个方面考

量：一是这样曝光是否于法有据；二是违

法者虽然触犯了相关法规，但其隐私权

依然受法律保护。对执法者来说，依法

行政、严格执法就是对文明的最好诠

释。随意地施加“法外之罚”，不仅背离

了文明的初衷，还会模糊规则的边界，影

响人们内心对秩序的理解、对公德的认

同。对文明的向往应该来自内心的自发

动力，如果这种动力来自颜面扫尽的恐

慌，这样的“文明”不要也罢。

背景：
日前，江苏省镇江市被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和中轻食品工业管理中心联合授予

“中国醋都·镇江”称号。镇江市为此召开

新闻发布会广而告之，镇江醋业协会会长

称镇江是第一也是唯一醋都，而出产山西

老陈醋的山西省清徐县自2007年起已在

推广这一城市名片。对此，众多网友纷纷

在网络资讯平台留言：“凭什么山西不配

成为醋都？”“如何看待镇江取代清徐成为

中国醋都？”

@人文潞泽：汾酒和老陈醋是山西人

最为自豪的特产，因为这不仅仅是种品牌，

更是一种地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甚至

融合。如今优势产业品牌后继乏力，而传

统的老陈醋地位却被冲击。传统强项不保

这才是山西人惊愕的原因。

@李英锋：“都文化”虽然可能给地方

经济发展和旅游带来助力，但其本质是一种

伴随产业自然发展而来的现象。因而，“都

文化”的事更多的还是应该交给市场、交给

社会、交给时间，少一些外力“加冕”和干

涉。从这个角度看，与其争戴某某“都”的

帽子，不如争一争提升产业影响力的本事。

@广州日报：每当食醋行业巨头施展

一统市场版图的抱负时，其实并没有办法

改变市场不断变化的趋势。谁能保证今天

市场上的王者，明天依然不败？面对顾客

这个上帝，谁不得虚心以对、潜心琢磨，努

力保持创业的激情和创新的勇气？何况多

少陈醋的粉丝和香醋的粉丝，从品质各异

的酸爽风味中找寻的是各自独特的乡愁和

情感认同。

谁是谁是““醋都醋都””

避免充电桩沦为避免充电桩沦为““充电装充电装””

产业基础设施需建管并行产业基础设施需建管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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