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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后按全程收费

管理服务应更精细化

2月18日零点过后，不少网友晒出卡点
免费下高速视频。然而，在湖南株洲炎陵县
船形收费站，没能在免费最后一刻下高速的
车被收取了全程高速费用。对此，湖南省高
速公路客户服务中心回应称，按照规定，过
了免费时间后就会收费，不存在宽限三五分
钟这一说，建议司机不要卡点，“如果时间来
不及，建议先下一次高速再上高速，这样只
会收一段路程的高速费，而不是全程费用。”

在现实中，或受堵车和恶劣天气影响、
或因没能做好出行规划，很多司机未必能
在免费时间段内驶出收费站。站在消费者
的角度，自己只是在收费时段行驶了较短
时间，甚至仅相差一两分钟，按全程计费真
的公平吗？

规定需要遵守，执行环节应更有人情
味；收费时间可以精确，管理服务应更精细
化。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可以灵活变通，特
殊情况特殊处理。技术上，现在很多车辆都
装有ETC，想要分别计算其在免费时段和
收费时段的行驶路程，应该是可行的。而对
于其他车辆，至少要通过设置沿途电子字
幕等方式，适时提醒即将进入收费时段的
司机，及时调整驾驶路线。 据正观新闻

“未发生强制购物”

还是“强制购物未成功”？

2月13日，游客田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布
视频称，因在云南丽江跟团旅游时未购买玉
质手镯，一家五口被导游赶下车。2月18日，
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针对该事件发布情况
通报，拟对涉事导游张某作出罚款2万元、暂
扣导游证三个月的行政处罚。

此次事件引发网络强烈关注，是因游客
投诉强制购物而起。尽管丽江市文旅局作出
了详细情况通报，但在关键问题上却语焉不
详：所谓“未发生强制购物”，到底是未出现
强制购物的行为，还是强制购物未能成功？
简单说，涉事导游有没有提出让游客购买手
镯的要求？这样的追问并不多余——— 公众关
注此事，并不只是希望看到相关部门的处理
结果，更是想要看到相关的处罚依据，以及
如何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业内有个说法是“赌团”：因为有人坚
信能够通过强制购物赚到钱，所以他们根
本不在乎团费到底是多少。整治这样的旅
游乱象，关键就在于对强制购物发现一起
打击一起，以法治诚意维护游客的消费信
心。 据光明网

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赵祥云副教
授分享了回乡的一个发现：春节期间，在走
亲戚时经常会听到大姨大姑们的手机在播
放小说，但她们似乎并没有认真听小说，很
多时候她们是在看孙子、跟亲戚聊家常或
是做其他事情。了解后发现，她们是在做
APP里的金币任务。这些赚钱任务，一天刷
个不停，收益才两三块钱。这则消息，瞬间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这样的现象确实
相当普遍。

“一天刷个不停，收益才两三块钱”，性价
比如此之低，为什么还拥有这么大的市场？
从表面看，这是老年人贪图小便宜而导致的
尴尬。即使时间成本不算，电量可以忽略不
计，流量其实也是成本，虽然有些套餐是不
限制流量，但我们都清楚的一个事实是，这
些套餐已经决定了你得先支付一定费用才
能获得的“流量自由”。更为重要的则是，如此
一天到晚刷个不停，对于手机显然也是一种
损害，而无论是维修还是更换，相应费用都
会远远超过“每天两三块钱”的收入。

更需关注的是，许多不良之辈也将欺诈
手段“融入”这些赚钱任务当中，一些收取费
用的流氓软件也会趁机浑水摸鱼。而这样的
欺诈，在得逞之后，老年人可能难以发觉而
一直上当受骗。 据中安在线

老人沉迷“APP收益”

莫因贪小便宜吃大亏

□评论员 孔雨童 绘画 徐进

近日，有网友反映湖南长沙多地城
乡公交突然禁止站立乘车，导致大批乘
客滞留公交站点。2月20日，长沙县、浏阳
市官方表示，施行相关规定是应上级“一
人一座一带”安全行车的要求，目前已尽
最大努力满足乘客需求。

根据官方给出的解释，城乡公交路
况相对复杂，这一政策制定是为了“安
全”。这本无问题，但结合实际来看却又
值得商榷。首先，公交是人们日常出行
惯用的交通工具，“不许站立乘车”，那
就得事先通过及时调整调度规划，加密
车次，满足“座位不够”和出行需求之间
的矛盾。

从结果看，有关方面显然是准备不
足———“大批乘客滞留在公交车站”“一
等就是俩小时”“很多人不得已只能选择
坐顺风车”。其次，根据相关通知，这一

“不许站立”的要求仅限于“3月5日前”，
由此引发了“这天之后就不需要安全吗”
的质疑，多少有仅仅为了“春运不出事”

管理临时一刀切之嫌。
公共政策的制定，事关千家万户，理

应慎重。而“为什么”“为了谁”的问题更
应该摆正。为了老百姓，那就不能仅仅顶
着个安全的名头，下一纸通知了事，不顾
前、不管后。

更何况，这则从1月26日——— 3月5日
执行的政策，却是2月5日才下发通告，令

多少人措手不及，又有多少人没看到、不
知情？这样匆忙出台的公共政策果真充
分顾及“公众”了吗？引发众议之后，相关
部门与其解释是“响应上级”要求，不如
多思考一下由此带来的出行矛盾，想想
工作哪里值得改进。

投稿邮箱 qilupinglun@sina.com

乘公交“禁止站立”，政策制定“为了谁”?

“24小时待命”的职场困境需合力破解
□王琦

公司大群、片区群、部门群、门店
群、项目群、整改反馈群……对于不少
人而言，那些随时弹出来的微信工作
群消息提醒，使得工作与生活没有了
界限，“24小时待命”成了不少职场人的
真实写照。

当“收到请回复”演变为随时随地，
任意溢出8小时法定时间的工作指令，职
场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群”困。这不
仅是对工作效率的考验，更是对员工身
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严峻挑战。

工作群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沟通效
率，减少信息传递的层级。然而，随着企
业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增多，工作群的
数量和活跃度也呈几何级增长。工作群
从原本的便利工具变成了沉重的负担。
职场人仿佛被无数条看不见的线牵引

着，时刻处于待命状态。
这种“24小时待命”的工作模式，不

仅是对劳动者时间的剥夺，更是对他们
精力的消耗。在不断切换的工作群之间，
职场人需要时刻精神紧绷，以应对随时
可能出现的任务指令。这种长时间的精
神紧绷，不仅会影响工作效率，还可能导
致身心俱疲。

更为严重的是，“隐形加班”已经成
为一种难以言说的职场潜规则。在正式
的工作时间之外，职场人还需要跨越各
工作群，回应各种问题、处理各种突发事
件。这种无法量化的加班不仅难以得到
应有的报酬，也难以被社会和法律所认
可。劳动者的权益在无形中被侵蚀，而企
业却往往以“自愿加班”或“弹性工作制”
等名义来推卸责任。

要破解这一困境，首先需要企业
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建立合理的工作

群管理制度，控制工作群的数量和活
跃度，避免管理权的无序扩张和滥用。
同时，搭建高效的信息归集平台，将劳
动者从海量的工作群和无序的信息流
中解放出来。通过技术手段对信息进
行整合和分类，让劳动者能够更加清
晰地掌握工作动态和任务要求，减少
无效沟通和重复劳动。

此外，也期待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
确“隐形加班”的认定标准和补偿机制，
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劳动监察
和执法力度，对违法企业进行严厉打击
和处罚。

当然，职场人也需要学会合理规划
和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依法拒绝无
意义的“隐形加班”。同时，积极寻求职业
发展和提升的机会，提高自身的价值和
竞争力，从而在工作中获得更多的主动
权和话语权。

对城市管理者而言，最要紧的不是探讨相关“舆情”是否合理，而是着力解决“舆情”所呈现
出来的真问题。当务之急就是，积极回应群众的“急难愁盼”，想办法把“最后一公里”清扫干净。

近日，寒潮来
袭，多地降雪。在一
些城市，扫雪不仅
成为一项当务之
急，也成了一个引
发热议的问题。

这跟城市扫雪
作业的选择性有
关。有的地方只扫

了某些主次干道，而没有扫通往小区和
单位的支路。因为积雪未能及时清扫，有
些路或结冰打滑或泥泞不堪，成为不少
人“最后一公里”的一大难题。进进出出
行走不便已经够让人心烦的了，再看到
同城之中的某些道路或某些地方清扫得
就像根本没下过雪一样，一些人禁不住
发起了牢骚。

这种“舆情”完全可以理解。当某些
道路被优先清扫、某些地方被清扫得特
别干净，并不是因为这些道路这些地方

对公共交通而言有多么重要，而似乎更
多是基于某种公共交通之外的考量时，
这种“舆情”的出现甚至具有某种必然
性。

当然，也不能因此把责任全都推给
城市扫雪作业的选择性。从公共交通的
角度看，城市道路的重要程度确有差别。
而在某个特定时间段，一座城市可用于
扫雪的人力物力又是有限的。由相关部
门组织实施的城市扫雪作业不可能是平
均用力，而是会有所选择——— 在实施作
业之前，就已对哪些地方要扫、哪些地方
不扫、哪条道路先扫、哪条道路后扫等有
所考量。

对城市管理者而言，最要紧的不是
探讨相关“舆情”是否合理，而是着力解
决“舆情”所呈现出来的真问题。当务之
急就是，积极回应群众的“急难愁盼”，想
办法把“最后一公里”清扫干净。

一方面，应督促相关部门加快主

次干道清扫速度，尽快把相关公共资
源向此前没能顾及的“小路”倾斜。对
雪后变得特别难走而市民进出又比较
频繁的背街小巷，应优先予以特别“关
照”，安排专业人员持有专业设备和专
用物资深入现场扫雪铲冰，让这些以
往不被关注的“最后一公里”重新变得
安全畅通。

另一方面，应强化对相关小区和单
位的组织和引导，在给予必要人力物力
支持的同时，督促各小区各单位积极行
动起来，及时做到“自扫门前雪”。对迟迟
不肯采取行动，或者浅尝辄止敷衍了事
的小区和单位，应依法依纪对相关人员
实施问责。

无论如何，城市扫雪不能忽视了
“最后一公里”。在大雪过后的这“最后
一公里”上，公众可以真切感受到一座
城市的温度，真实了解一座城市的治
理能力。

葛评论员观察

城市扫雪，更要关注“最后一公里”

□评论员 王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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