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访专家表示，当前市民电动车出行
需求较为旺盛，且从允许投放的城市实践
看，行业管理日渐规范。

“应认可包括共享电单车在内的电动
自行车在我国城市绿色出行体系中的重要
地位，给予其明确、清晰的政策定位。”程世
东建议。

科学确定投放规模，是管理共享电单
车的关键。“要兼顾市民出行便利性，以及
城市空间资源和城市管理能力上限，充分
论证、精准评估投放规模。”中国城市公共
交通协会慢行交通分会秘书长史未名说，
既要注意共享电单车与共享单车的配比，
也要充分考虑公平竞争机制，避免企业间
配额差距过大。

“共享电单车停放秩序问题，本质上是
共享电单车停放场地需求得不到有效满
足。”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工程
师王健南建议，地方在规划城市用地时，可
视情在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安排一定规模
的共享电单车停车用地。

在规范骑行行为方面，程世东建议，可
视情建立市级跨平台用户信用管理机制，
将违规使用共享电单车的用户列入行业黑
名单，督促用户安全规范使用。

史未名建议，共享电单车管理可运用
“多方共治”模式，即由地方政府主管部门、
行业组织和运营企业共同商议制定车辆投
放、运营管理、退出标准等方面的管理制度
和行业自律公约，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和行
业仲裁机制，为共享电单车治理提供政策
依据和保障。

北京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说，下一步将
持续加强共享电单车试点期间监督管理，
有序推进第二阶段符合国家标准的共享电
助动车试点。

“从老百姓需求出发，实事求是、因地
制宜，政府完善管理制度，企业强化行业自
律，共享电单车行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程世东说。 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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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城投放超千万辆，
共享电单车如何更好满足出行需求？

扫码即骑、电动助力、节能环保……五颜六色的共享电单车在国内一些城市“遍地开花”。
记者日前走访北京、安徽、广西等地发现，共享电单车有效拓展了公共交通服务半径，满足了部分市民中短距离

出行需求，有望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补充。但与此同时，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违规投放、乱停乱放等乱象。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共享电单车重
在解决 3 至 10 公里中短途出行痛点，在
一些路况复杂、多山路的城市，成为仅次
于公交的公共出行方式。

自5月30日起，北京市在经济技术开
发区部分区域内开展共享电单车试点。
记者在万源街地铁站附近看到，共享电单
车整齐排放，不时有市民扫码用车。

“公司离地铁站不远，骑共享电单车
通勤正合适，中午骑着去吃饭也方便。”
市民王女士说，骑行不需要押金，15分钟
以内收费2．5元，超过15分钟后每5分
钟再收1元，价格比较合理。

北京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试点
区域内既有共享单车按一定比例置换为
共享电单车，分阶段投放6000辆。从首
月试点运营情况看，共享电单车骑行量、
周转率持续上升，车辆停放入栏率较高，
未发生重大骑行安全事故。维修仓库、
充电换电等未发现消防安全隐患，运营

成效总体较好。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初步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投放运营共享电
单车城市300多个，投放数量超1500万
辆。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共享电单车正
进入规范发展阶段，有望成为城市公共
交通的重要补充。

云南昆明是较早投放共享电单车的
省会城市之一。昆明市城市管理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所有入市车辆必须严格上
牌，对共享电单车停放实行无差别管理。

自2019年投放以来，广西南宁已运
营共享电单车约 13.49 万辆。南宁市交
通运输局出租交通管理科副科长谢志平
说，南宁市出台考核办法，要求由交通、
城管、市政园林、交警等四部门联动对企
业每月进行一次日常考核。

记者走访允许投放共享电单车的部
分城市发现，共享电单车管控机制不断
优化，引导企业有序开展竞争。

入夏后，共享电单车长时间在室外
暴晒，坐垫会发烫。“我们已在全国近150
个城市投放超过 60 万个清凉坐垫。相
比原来的黑色坐垫，新坐垫能更好反射
阳光和散热。”哈啰出行有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在集中充电方面，哈啰出行
在相对安全的地方建立换电柜，并运用
智能管理网络实时监控电单车电流、电
压、功率等状态信息，标准化配置消防设
备，实现充换电安全闭环管理。

“公司近500名运维人员对全市2.5
万余个停放点进行网格化巡护，每半小
时干预调度一次，确保车辆不淤积、用车
有保障。”南宁滴滴青桔电单车负责人石
清中说。

“相比个人电动车，共享电单车在车
辆合规、充电安全、秩序维护等方面具有
明显优势，可以更好满足公众的绿色出
行需求。”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
所城市交通中心主任程世东说。

记者发现，部分城市也出现了一些
共享电单车的运营乱象。

——未上牌私自投放。
近段时间以来，广州市中心外围区

域出现不少共享电单车。记者在位于
白云区的浔峰岗地铁站看到，有40多辆
未上牌的共享电单车和其他电动车混
放在一起，其中多数没有配备头盔，有
的车身上还贴着小广告。

广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广州
市暂不鼓励发展共享电单车，路面上投
放的共享电单车基本都没有登记上
牌。很多共享电单车通过微信小程序
进行开关锁和费用结算，往往没有客服
电话等联系方式，并普遍存在头盔缺失

或不干净等问题。广州市已成立工作
专班，严厉打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在个别城市，共享电单车企业跑
马圈地、过度投放，停放秩序维护不到
位、影响市容，亟需进一步提升管理水
平。”程世东说。

——乱停乱放问题仍存。
记者在山东泰安开元盛世硕园小区

附近看到，部分共享电单车随意停放在
人行道上，给来往行人、非机动车行驶
带来不便。“尤其在早晚高峰，一些共享
电单车横七竖八停在非机动车道上，安
全隐患很大。”当地市民陈先生说。

今年以来，江苏扬州、四川成都、湖
南株洲等多地均出现共享电单车乱停

乱放挤占人行道、盲道等乱象，遭到市
民投诉和举报。

——乱收费、不予退款等投诉不断。
“事先不说明需要充值，不予退款”

“在服务区还车还扣调度费”“定位不
准，强制收取调度费”……记者粗略统
计发现，7月1日至15日，仅在黑猫投诉
平台上就有数十条针对共享电单车企
业的投诉，其中不合理扣费、乱收调度
费等问题是投诉重点。

业内人士指出，和共享单车一样，
共享电单车需规范管理，避免野蛮生
长。部分城市还需提升精细化管理水
平，进一步细化政策措施，更好引导行
业发展。

近年来，兰州市七里河区西站街道建
西东路社区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不
断探索创新，让“一老一小”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优质服务，努力打造“老有颐养”“幼
有善育”的幸福生活圈，托起老年人幸福
“夕阳红”，编织未成年人成长“新摇篮”，
绘就美好生活“同心圆”。

织密网格托起“一老一小”幸福生活

为进一步服务好辖区“一老一小”，建
西东路社区通过“微网格”，配齐8名专职
网格员、49名微网格员支撑保障社区基层
治理体系，织牢织密民生保障网，构建“老
有所乐、幼有所育”的和谐幸福家园。

“我年龄大了，一个人在家做饭不方
便，老年餐厅饭菜品种丰富，有荤有素，营
养均衡，便宜实惠。”街道统一引进“夕阳
乐”老年助餐服务，切实解决社区老人日
常吃饭难的问题，这一举措获得了周边居

民的广泛赞誉。遇到重要节日，“红领巾”
小小志愿者上门探望老党员，听老党员讲
述红色故事，将家国情怀植入了孩子们的
心中，同时老年人也得到了情感关怀，帮
助老年人应对孤独、抑郁等心理困扰，促
进了老年人的社交互动。

多彩活动构建“一老一小”幸福家园

社区结合辖区老年群体占比高、未成
年人数多的人口特点，将“为老”“为小”志
愿服务有机融合、互为补充，紧贴居民群
众实际需求，围绕关爱“夕阳”、呵护“朝
阳”，社区“百姓事务所”因地制宜启动“伙
伴计划”，邀请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大党委”成员及志愿者与26名困难家庭
结成帮扶对子，根据老幼群体不同需求和
爱好，提供个性化照护，有效解决社区居
民日常家中老人无人陪伴、暑期孩子教育
等问题。

为了营造充满活力的假期氛围，社区

积极与辖区共建单位携手合作，共同打造
别具一格的模式，致力于为孩子们提供周
到细致、卓越的服务。“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
下齐声诵读，仿佛穿越时空与诗仙共游。
近日，社区积极策划“益童成长”项目之

“缤纷假期，读李白诗集”活动。孩子们踊
跃上台，用他们稚嫩的声音深情朗诵经典
诗歌，在诵读中体会到诗歌的无穷魅力。
不仅如此，建西东路社区不久前举办的一
场“七彩童年，缤纷梦想”文艺演出，通过
歌舞、朗诵、小品等多种形式的表演，让孩
子们尽情释放自己的才艺与热情。

便利生活绘就“一老一小”幸福画卷

“感谢社区时刻想着我，给我们送来了
防滑垫、洗澡椅！”近日，建西东路社区工作
人员在日常入户走访过程中，了解到面粉
厂小区有几位平时行动不便、日常洗漱较
为困难的老人。社区第一时间联系爱心企

业为老人们送去装有小夜灯、防滑垫、洗澡
椅等物品的居家安全包，并安排专业人员
安装调试好，为老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便
利。

此外，为更好地开展儿童友好型社区
建设工作，社区开展“益童成长”项目，联合
兰州极地海洋世界、留白艺术培训学校、花
开千益培训学校等8家单位认领未成年人
科普宣教、艺术培训服务、法律护航、儿童
心理健康和疏导咨询等16项志愿服务，通
过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这扇窗口，满足儿童
活动需求和学习需求，增进社区儿童友好
氛围，绘就“一老一小”幸福画卷。

据悉，建西东路社区将积极推进共
治、自治、法治、德治、善治“五治一体”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格局，织牢织密“一老
一小”民生保障网，携手守护“朝夕美好”，
让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
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通讯员 汪瑛 记者 张雪芬

数百城总投放超千万辆

存私自投放、随意停放等乱象

推动多方协同科学治理

建西东路社区织牢民生保障网

守护“一老一小”构筑温馨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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