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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不少乘客反映，通
过网约车平台打车，价格越来
越贵了。记者在调查这一现
象时，多位网约车司机表示，
网约车平台确实有各种隐形
维护、服务费用，平台服务费
(抽成)理所应当，但最近网约
车平台对司机的抽成比例，明
显越来越高，少则20％-25％，
经常会在35％左右，有的甚至
达到50％。（新华社）

网约车收费一路上涨，这
其实是早可预见的，并且客观来
说，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
在经历过深度的洗牌重组之后，
网约车行业正式进入高集中度
的寡头时代，头部平台拥有了绝
对的定价权与博弈优势。与之
相对的，乘客、司机等，自然只能
成为结果的被动接受者。

如今的情况是，乘客抱怨
打车贵，司机吐槽收入低。这

种不满情绪，很大程度上是源
于“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遥想当年，烧钱补贴大战如火
如荼，乘客白菜价打车，司机
拿补贴赚得盆满钵满……资
本天然逐利，并且精于算计。
当年烧掉的钱，当然是要想办
法赚回来的。在数年的布局
之后，网约车平台企业，在实
现盈亏平衡之后，迅速开始进
入盈利周期。未来，唯一存疑
的，只是在于平台到底是赚取
合理利润还是暴利？

网约车打车越来越贵，本
身并不是问题。常识是，一个

“有利可图”的生意，才是健康
的、可持续的。真正的问题，
其实还是平台“定费”的不规
范、不透明，这对于网约车司
机的负面影响尤其大。一般
而言，乘客打车系统都会给出
个大致的明码标价，这给了消

费者自由选择、自主决定的机
会。与之相较，平台收取司机
的抽成，却往往是含糊的、不
确定的，这势必会大大妨碍司
机的理性决策。

乘客要是觉得打车估价贵
了，完全可以取消订单，选择其
他出行方式。而司机则不然，
他们就算觉得抽成高了、收入
少了，也不能马上就退出不干
了。很多专职的网约车司机，
他们改行重新找工作的成本是
很高的。所谓“困在系统里”，
绝非虚言。不透明、不规律的
抽成比例，很可能给人造成误
解，引得新司机入坑，这相当于
是以信息误导伤害了特定群体
的自主择业权。

网约车抽成比例，算不上
是事关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商
业机密。平台对此遮遮掩掩，
终究损人，未必能利己。

“盯梢”环保督察组？
岂能应付检查搞“谍战”

□邓子庆

近日，有媒体报道，4月
中旬，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通过“下沉组+机
动组”方式，对郑州、安阳、
新乡等十多个地市进行下
沉督察，而下沉督察伊始，

“暗访车”就被泄露了车牌，
督察人员仿佛被装了GPS，
行踪都被当地相关部门负
责人掌握。

类似“谍战剧”的场景，
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工作
中并非第一次上演。2018
年11月，中央第三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对安徽省第
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
改情况开展“回头看”期间，
安徽省亳州市魏岗镇一副
镇长就向企业通风报信，并
指使企业制造假现场、假合
同。最终，相关责任人受到
了严肃处理。这种现象说
明，在一些地方，表面整改、
假装整改、敷衍整改和“一
刀切”等生态环保领域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依然存
在，甚至还可能比较突出。

这些“奇闻怪事”反映
出的深层次问题是一些领
导干部的政绩观存在严重
偏差。不是实事求是地站
在对人民群众负责、对大局
利益负责、对历史和现实负
责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解决
问题，而是首先考虑自身利
害得失，担心问题暴露对自
己不利，于是想方设法把问
题盖过去，哪怕临时抱佛
脚，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欺
上瞒下，也要把形式工作做
足，把表面工作搞漂亮。

面对这种偷懒求成、急
功近利的“闯关”“应考”行
为，一方面需要检查者不断
创新工作方式，坚持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导向，深入检
查、快查快办。如果只是简
单翻翻台账、走马观花、蜻
蜓点水似地检查，非但发现
不了问题，反而只会被人牵
着鼻子转一圈，最终在“你
好我好大家好”中掩盖问
题。另一方面，要对应付检
查的领导干部敢于曝光亮
剑，对表面好、里子差，重形
式、图虚名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坚决严肃追责问
责，让投机取巧者付出应有
代价。

党员干部要树牢正确
价值观、政绩观，强化真抓
实干意识，要始终以解决实
际问题、取得实际成效为标
准，不做光说不练的假把
式，不搞华而不实的面子工
程。面对上级督察检查，要
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
与其处心积虑、手忙脚乱地
去弄虚作假，不如把功夫多
用在平时的工作落实上，用
在为人民群众多办好事、实
事上。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小男孩电梯自救失败坠亡
应急处置机制
亟待完善
□杨维立

5 月 3 日，福建福州某
小区电梯出现故障，一名
13 岁男孩自救过程中坠
亡。监控录像显示，18 时
26 分许，孩子按了电梯二
层的按钮，电梯突然上升
至6层和7层之间且大门封
闭，孩子按警铃、拍打电梯
门、按“紧急通话”按钮求
助，均未得到任何回应。
孩子用自带的长柄雨伞撬
开轿厢门和6层的电梯门，
18 时 34 分许，孩子从不到
半米高的空间钻出轿厢，
随后发生了意外。

13 岁的花季少年就这
样陨落，令人万分悲痛。必
须追问的是，男孩求助后，
倘若有人及时回应，悲剧还
会发生吗？为何“紧急通
话”在关键时刻掉链子？随
着城市化进程加速，电梯日
益普及，随之而来的安全问
题频现，电梯困人事件多
发，被困者求助无门，“喊天
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之类
怪事时有发生，有的甚至造
成了人身伤亡。从中暴露
出电梯管理者主体责任不
落实、有关部门监管不力等
问题，提示着电梯的应急处
置机制亟待完善。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前不久下发通知，要求重
点加强公众聚集场所和居
民小区电梯的监督检查，严
肃查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
保障人民群众安心乘梯。
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抓而
不实，等于白抓。各地市场
监管等部门应细化、落实责
任，加大监管执法力度，视
隐患为事故，对违法违规行
为，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
起，以儆效尤。同时，通过
开展电梯安全知识进社区、
电梯应急救援演练等活动，
教育引导居民爱护、安全使
用电梯，特别要保护未成年
人安全使用电梯。

在当前的移动互联时
代，新的技术应用为更高效
的应急救援提供了巨大的
支撑。比如，电梯经物联网
改造后，使用者可通过智能
终端进行一键报警，不需要
通过人工转接的电话沟通，
就能自动通知一线救援人
员，保障精准救援的实施。
各地应抓住万物互联新机
遇，依靠科技赋能，充分发
挥电梯管理者、城市应急平
台及社会各方面的作用，形
成强大合力，共同应对“电
梯困人”等安全问题。

但愿鲜活生命的不幸
逝去，能够再次敲响警钟，
推动电梯应急处置机制不
断完善和电梯公共安全治
理能力不断提高，让公众使
用电梯获得更多安全感、幸
福感。 据北京青年报

近日，“职场垃圾”引发热
议。记者在北京后厂村、三里
屯等多地采访路人，发现超过
7成路人都受到过职场垃圾的
荼毒。PPT 汇报、飞机稿、日
报 周 报 、伪 团 建 、繁 琐 考 勤
……凡是耗费大量精力却又
没有实际产出的都可以认为
是职场垃圾。（中新社）

原想着当个打工人，却不
料居然成为了“垃圾制造者”，
而且制造的还是“有害垃圾”，
连“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
都算不上。所谓“职场垃圾”，
生动形象地概括了，一套庞杂
的公司科层制下，新时代的官
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
所制造的内耗与内卷。相互
伤害，自怨自艾，很多人既是
受害者也是施害者，他们一同

形塑了一个如齿轮一般高速
而虚无旋转着的职场。

前不久，“大厂黑话”一度
招致全网群嘲，这可说是典型
的“职场垃圾”了。除此以外，
职场中人，还被逼着每日没话
找话、生拼硬凑出各种“日报
周报”，这与其说是“工作留
痕”，不如说是“文学创作”
了。工作就是那些，关键是要
美化升华，要专业表达，要天
南海北一顿编、要云遮雾罩一
番吹。至于说所谓的“伪团
建”，更是“垃圾中的垃圾”了，
耽误休息日不说，还要赔笑
脸、假嗨打鸡血、要肉麻地“抒
情 ”、要 牺 牲 尊 严 地“ 感
恩”……

我们知道，操作系统在运
行久了，就必然会产生大量的

磁盘碎片和系统垃圾。与之
同理，职场的系统运行久了，
也便有个各个山头、派系和利
益集团，也便有了各种惯例、
繁文缛节、潜规则和暗文化，
凡此种种，实则都可以用“职
场垃圾”概括。从垃圾来源来
说，“职场垃圾”有一部分是打
工人被动制造垃圾，还有一部
分则是垃圾般的人做着垃圾
般的事，他们是行走的职场垃
圾。

大多数人只能学会跟这
个世界妥协，继续日复一日生
产职场垃圾实属无奈。电脑
系统可以格式化，但职场系统
显然很难。重要的是，不要忘
记初心与人性的良善，不要成
为施害者，不要过垃圾一般的
职场生活。

麻 辣 观 点

“职场垃圾”泛滥成灾
职场系统也需格式化清理

□楷隶

爱奇艺和蒙牛真果粒道
歉了，但真问题并没有解决。

选秀节目有着深厚的群
众基础，说它参与价值观的塑
造、涉及文化的传播毫不夸
张。应解剖麻雀，将此事件树
立成标靶，将此事件的处理树
立成标杆，同时找出并解决隐
藏在其背后的真问题。

近年来，选秀节目你方唱
罢我登场。在资本的推动和
裹挟之下，部分被异化的选秀
节目，批量产出了一个个异化
的偶像和一批批异化的粉丝。

为了博眼球、引流量、赚
钞票，一些平台、赞助商、选秀

者等利益相关方不顾道德伦
理，甚至突破法律底线——哭
爹喊娘打悲情牌的有之，弄虚
作假创“人设”的有之，恶搞毒
舌“博出位”的有之，以“成团”

“造星”等制造各种噱头，甚至
不惜奢靡浪费……败坏了风
气、污染了环境、带偏了受众，
贻害深远。

相关部门及时叫停《青春有
你3》这样的节目，得到了各方的
点赞。平台和赞助商虽道歉改
进，但不能停留于水过地皮湿，
不能风头过后依然我行我素。

对异化的选秀，要从源头
入手，加强对选秀节目的全链条

管理。一方面，要把控好节目内
容和价值取向，推动节目以合理
的环节设置，营造良好的选秀生
态和正确的审美导向；另一方
面，也应督促各选秀节目完善投
票流程、规范投票机制，对诱导
粉丝进行非理性消费的，对参与
其中的攫取不当利益的资本方，
包括所谓明星工作室、粉丝后援
会等要严惩不贷。

只有这样，选秀节目才能
回归正途，而不至于沦为资本

“狂欢”的工具；秀场才能成为
选手彰显自我的舞台，而不是
资本的“捞金池”和“大染缸”。

据新华社

新 华 热 评

选秀节目乱来不能止于叫停
□王鹏 白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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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锐 评 网约车抽成比例
不该是“不能说的秘密”

□蒋璟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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