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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波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上海

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

强调要用心用情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带

动更多居民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推

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

步。从今年起，住建部将每年5月的第4

周定为“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

周”，通过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活

动，提升群众知晓率和投放准确率，助力

生态文明建设。截至 2022年底，我国

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

类平均覆盖率达到82.5%，人人参与垃圾

分类的良好氛围正在逐步形成。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跟

许多国家相比，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还

有不小的差距；跟发达城市相比，我们的

内陆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相对滞后，尤其

农村乱扔垃圾现象依然存在。

当前，我国每年人均生活垃圾日清

运量依然处于较高水平，垃圾处理收费

机制还需不断完善，处理费用拨付机制

仍需健全，尤其是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资

金保障严重不足。加之，现行法律尚未

对地方政府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经费保

障作出刚性要求，一些县级以上地方政

府还没有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经费列入

财政预算，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经费来源

缺乏保障。

垃圾分类，一头牵着民生，一头连

着文明，不仅是抓好城市治理的“关键

小事”，也是系统观念与创新综合治理

的一场赛跑。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发力、精

准施策，需要广大城乡居民积极参与、

主动作为。

一方面，政府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

短板弱项，先谋后动、以点带面扎实整改

提升，着力解决制约垃圾分类推进的瓶

颈性问题；要加强顶层设计，强化科技支

撑，创新推进焚烧处理、厨余垃圾处理等

技术难题攻关，完善垃圾分类投放、分类

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等全链条信息

化监管平台，持续提升监管信息化水平；

要持续发力、完善工作机制，把工作做细

做实，尤其要把垃圾分类工作作为“一把

手”工程，做到上下联动、调研调度、督查

问效，坚决防止大而化之、泛泛而谈，扎

实推进垃圾分类提质增效。

另一方面，要持续在培养分类意识、

养成分类习惯上下“绣花功夫”，形成垃

圾分类“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受益”

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推动垃圾分类

成为低碳生活、绿色生活新时尚，真正做

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本。

垃圾分类是垃圾分类是““关键小事关键小事””，，更是民生大事更是民生大事
城市锐评

背景：
近年来，网约车作为一种新型的出

行方式，给城市交通带来了便利和创新，

更受到年轻群体的欢迎。然而，随着网

约车平台的不断涌现和竞争，加之行业

门槛低，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加入网约

车大军，导致运力饱和甚至过剩。最近

一段时间，包括广东东莞、浙江温州、山

东济南等城市的交通部门发布预警称，

当地“网约车接单量正在下降”“网约车

市场运力已经接近饱和”，提醒拟从事网

约车行业的相关人员谨慎入行。有业内

专家分析称，市场临近饱和状态时，采取

措施规范网约车增长，避免市场过度拥

挤和无序竞争是具备合理性的。

@吕学丽：需要注意的是，网约车运

力饱和会加剧行业内卷，或导致司机收

入下降，最终影响到服务质量，出现违规

运营、超载行驶、强行拼车等乱象；而为

了抢占市场、扩大流量，平台也有可能陷

入“补贴”“低价”泥淖，引发恶性竞争。

各地要在明确城市交通出行战略目标的

前提下，用各种手段调整网约车的供给

量，研究更为优化的管理方式。

@吴戈：网约车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市

场，更离不开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指

导。因此，把控好网约车行业的“方向

盘”，维持市场良性发展是相关职能部门

的重中之重。

@谢晓刚：每个城市情况不一样，目

前部分城市发布网约车饱和预警，并不

等于全国范围内的网约车市场已经饱

和。即使饱和，政府及时发布风险预警

即可，但不要急于对网约车“踩刹车”。

但网约车市场的饱和也是一个警示的信

号，提醒各方面要主动求变，适应新的市

场环境。而政府要做的是如何在规范平

台运行上着力，更要加大对网约车违规

经营乱象的打击，使网约车服务水平和

服务质量不断提高。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运力供给的增

长速度远超出行需求，因此政府主动介

入、对市场进行引导是有必要的。在

市场经济时代，预警手段应该说是当

下比较好的解决方法。网约车企业应

在服务模式、业态联动的创新探索上

多下功夫，锻造新的竞争力，以更优质

的供给牵引创造新的需求，共同把市

场的蛋糕做大，进一步提升网约车行

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益。

治理探店虚假代言治理探店虚假代言
需多方合力需多方合力

■张玉胜

“北京、上海双城第一的高端自

助”“只要700多元就能打卡高端自

助”……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条某

自助火锅的推广视频在短视频平台

几乎随处可见。然而，上海的王先生

近日去店内消费后发现，店内食材档

次和商家宣传的严重不符。王先生

的遭遇并非个例。有网友表示：“我

和探店博主明明去的是同一家店，吃

到的却是更低品质的自助餐。”

近年来，许多自媒体博主变身

“探店达人”，以自己的真实体验为

消费者推荐菜品、考察环境，帮其挑

选甚至“避雷”，具有第三方测评的

检验效应。但遗憾的是，伴随着博

主探店的野蛮生长，探店的真实性

大打折扣，甚至沦为牟利赚钱、吸引

流量、坑蒙消费者的“虚假代言”。

此等乱象亟待规范匡正、依法治理。

诚实守信既是为人处世的原则

底线，也是从商兴业的经营之道。探

店作为新兴产业能否持续繁荣发展，

关键点在于拍摄内容和相关介绍是

否真实。诚如专家所言：“真实性才

是探店活动的灵魂。”博主探店连接

了消费者和实体商家，如果能够做到

客观真实，就可以帮助消费者作出

正确选择，助力消费复苏。缺乏真

实性的探店，既涉嫌虚假宣传和不

正当竞争，也损害消费者权益。

纵观现实中的博主探店，其表

现形式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商家邀

请或者付费让探店博主帮其宣传营

销，二是一些探店博主不请自来感

受服务。但无论探店博主是否为店

家雇用或是否收取费用，即使是介

绍产品、分享体验、测评消费，只要

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推销产品或服务

的活动，其行为就构成互联网广告，

其行为就应当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

约束，须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

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否则，

市场监管部门就可以对其进行行政

处罚，消费者亦可以要求其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

由于探店博主的虚假代言涉及

到平台、商家和消费者等多个方面，

其乱象治理需多方合力。

商家应该以公众口碑和饭菜质

量赢得消费者的信任，不应利用虚

假宣传来获得流量；探店博主应当

自尊自律，真实地反映自己的用餐

体验，不得进行虚假宣传；短视频平

台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制定相应

的网络社区自治规定，加强对内容

的审核，防止虚假宣传和误导消费

者的情况出现。同时，监管部门应

加大监管力度，建立严格的管理制

度和惩罚机制，及时查处虚假宣传

行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行

业健康发展。此外，消费者应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及时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如遇虚假宣传行为，可以主

动投诉或向监管部门反映情况；若

造成实际损失，可向法院起诉，要求

责任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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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饱和的网约车该驶向何方接近饱和的网约车该驶向何方

新规明确

记者从江苏省教

育厅了解到，根据该

省5月26日起实施的

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新

规，校外培训机构一

次性收费不得超过

5000 元，不得面向中

小学生、学龄前儿童

发布培训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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