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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十大流行语：命运共同
体、锦鲤、店小二、教科书式、官宣、
确认过眼神、退群、佛系、巨婴、杠
精。

流行语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

子，它不仅记载着本年度人们身边

发生的种种事情，也传达着人们对

事件和生活的态度。自有互联网以

来，年度流行语已经成为当代文化

的新景观，其背后折射的大众心理

和诉求，值得思索和回味。

（南方日报）

“查单人开房记录500元，查同
住记录800元……查询别的项目也
可以，比如手机定位、机主信息、火车
航班信息、淘宝收货地址等，具体看你
需要什么，我们配合。”

调查发现，提供一个手机号码或

者身份证号，就能查到被调查人的全

国开房记录、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

甚至名下资产等十几项个人重要隐私

数据。更匪夷所思的是，这些数据或

许正被人以500-900元的价格随意买

卖着。 (中国新闻网)

“单位已经落实了独生子女护理
假。但职工申请护理假，需父母年满
六十周岁，同时提供父母的身份证、独
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入院证的照片或
扫描件，报主管领导审核……实际请
假的人很少。”

为了缓解独生子女在父母赡养方

面的压力，多省相继出台独生子女护

理假的相关政策。然而这项听上去很

贴心的政策在落地的过程中却并不顺

利，普及少、门槛多、审批难，让独生子

女难享这份贴心假期。 （人民网）

在影视剧创作中，人物造型
是“演员身上的台词”。个性化
的人物造型必须正确传达角色
的年代、身份、性别、民族、职业
等情景设定，要与影视剧创作整
体化风格、主题相统一。如果男
演员只是为了“帅气”，女演员千
方百计让自己出镜“漂亮”，忽视
了对“表演真实性”的追求，不仅
很难获得观众的喜爱认可，也无
异于戕害了自己的艺术生命。

随着大量热钱涌入，影视行

业呈现出过度泡沫化，造成了

“拍什么都有人看”的假象，在浮

躁的创作心态下急功近利，好作

品越来越少，以至于让观众感觉

“无剧可看”。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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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坏、能骑的共享单车
越来越少，问题出在哪？

今年以来，上海、广州、西

安、长沙等城市共享单车数量明

显减少，市民出行遭遇“找车难”

“刷车难”。在小区门外、地铁

口、商场等人流量大、共享单车

需求量高的地方，共享单车却越

来越少。好不容易看到一辆共

享单车，兴冲冲拿起手机刷码解

锁，结果要么显示是一辆故障

车，要么单车已锈迹斑斑严重损

毁。广州市民朱女士的一番话

很有代表性：最近早晚高峰时

间，单位周围共享单车都很少，

没坏、能骑的共享单车更少，共

享单车都去哪儿了？

一些城市的共享单车数量

之所以明显减少，主要有三方面

的原因。一是去年以来，全国多

个城市先后出台“禁投令”，暂停

在市区范围内新增投放共享单

车。各地之所以颁行“禁投令”，

是因为此前多家共享单车运营

企业无节制大量投放车辆，导致

共享单车在道路、街巷等公共场

所泛滥成灾，对市民生活、市容

环境和公共交通造成很大影响，

到了必须加以整治的地步。二

是一些运营企业对共享单车疏

于管理，许多故障车未能及时维

修恢复使用，导致共享单车数量

逐渐减少。三是一些运营企业

由于经营不善、竞争不力、业务

调整原因，最终选择退出共享单

车市场，导致共享单车数量进一

步减少。

一方面增量为零，另一方面

存量不断减少，一些城市出现共

享单车数量锐减、市民“找车难”

“刷车难”窘境，也就不难理解

了。弄清楚了上述原因，才能探

寻保持共享单车合理数量、缓解

市民“找车难”“刷车难”的办

法。一些企业由于经营不善等

原因退出共享单车市场，政府部

门应当督促企业做好退还用户

押金等善后工作。更重要的是，

“禁投令”应当从绝对禁止新增

投放共享单车，转为根据共享单

车实际数量的变化、市民出行需

求的变化等动态因素，进行科

学、有效的动态管理，将共享单

车的数量保持在与市民出行需

求“动态适应”的水平，使共享单

车充分发挥解决城市交通“最后

一公里”难题的作用。

“禁投令”政策背景下的共

享单车动态管理，一方面要从总

体上严格控制共享单车的投放

量，避免重新陷入共享单车泛滥

成灾的局面。另一方面，应当通

过灵活而有力的政策引导，鼓励

合法经营、管理有方的运营企业

通过良好的市场表现，获得更多

“积分”，并可用“积分”换取更多

车辆投放指标（包括允许企业将

部分严重损毁无法修复使用的

车辆，置换为新增车辆指标）；同

时，对有违规违法经营、管理不

善导致市场失序（共享单车投放

无序、调度不力、维修不及时）等

不良记录的企业，给予相应的

“扣分”，并按相应的比例折减企

业的车辆投放指标。

奖优罚劣是动态管理的一

种重要手段，一些地方将其用于

“禁投令”政策背景下的共享单

车管理，已经探索出一些有益的

经验。如昆明在出台《共享单车

运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和《共享单车运营服务管理考核

办法（试行）》的基础上，引进第

三方机构开展共享单车运营管

理考评，从车辆性能（包括智能

锁状况等）、运维调度配备、停放

是否规范、车辆是否张贴广告等

多方面，每月对市场上运营企业

进行两次综合评价，最终结果将

影响企业的共享单车投放数量。

这种奖优罚劣的综合评价

也是一种“动态评价”，有助于政

府职能部门对运营企业进行全

面、严格的动态管理——既鼓励

表现良好的企业进一步完善企

业治理，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

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竞争，

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市场投放量，

也警示那些表现不佳的企业正

视自身问题，及时进行调整或弥

补，力求在共享单车市场上占据

应有的位置。那些屡被“扣分”

仍迟迟不能改进管理和服务、不

能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企业，最终

将难免被淘汰出局的命运。

共享单车都去哪儿了？答

案既在共享单车运营企业手中，

更在各地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

手中。

（《北京青年报》）

市场淘汰是正常的商业逻

辑使然，但也并不能否认共享单

车最初在技术上的创新，以及在

解决交通“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上给人带来的方便。

在习惯了共享单车带来的

出行便利后，人们已经很难再回

到有桩单车的时代，因为那是一

种倒退。共享单车本来就是基

于移动互联网和共享经济的全

新产物，在发展和管理方面没有

现成的经验可循，一切都要摸着

石头过河，因此对一些“湿了鞋”

的现象也应该多多宽容，为新事

物留下试错空间，这样才能营造

鼓励创新发展的大环境。

两年多来，共享单车领域经

过了从“起朱楼”到“楼塌了”的

整个周期。除了市场的力量外，

为了行业的健康发展，其他力量

也应发挥作用，毕竟出行解决方

案除了商业属性外，还带有一定

公共产品的属性。正是基于这

样的逻辑，在共享单车行业火热

并展开“颜色大战”的时候，有监

管的力量一度介入，让行业不至

于滋生太大的泡沫。在行业的

寒冬里，同样需要从监管到消费

的各方提供温度，让已创造出的

方便不至于消失。毕竟现在共

享单车几乎已成为中国继小汽

车、公交、地铁之外的第四大出

行方式，在交通出行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给它们一点温暖，也再给它

们一点时间。

我们关注的不是某一个具

体的经营企业，而是共享单车这

一新事物本身。如何为陷入困

境之中的共享单车提供温度，让

它们活过冬天，的确是一个很难

的问题，但也不是不可能。只要

看到共享单车在过去两年给很

多人带来的出行便利，我们或许

能想出办法。给它们以更多时

间，也就有更多的可能性。试想

一下，过去一些城市运营有桩单

车，每年的成本其实并不低，车

辆损耗问题也不小。共享单车

陷入困境也许就说明，单靠市场

的力量去解决带有公共属性的

问题，存在不小的挑战。

而对于每一个骑行者来说，

文明骑车、不乱停乱放，减少单

车运营企业的成本，本身也是在

为这种出行方式做贡献，为陷入

寒冬的它们带来一点温暖。实

际上，对于很多人来说，过去两

年几乎是以非常小的经济成本

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如果共享单车真的从城市的街

道中消失，空留下无法使用的废

弃车，那才是对各方而言多输的

结局。

（央视评论）

鼓励创新发展应为新事物留下试错空间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

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曲

子唱了300多年，到现在依

然适用，这也是不少共享单

车运营方在过去两年里的真

实写照。

在过去的两年里，共享

单车一度出现“颜色都不够

用了”的情况，街头也一度出

现投放车辆的“军备竞赛”。

但那其实并非共享经济的盛

世，更多的是一场一拥而上

的资本盛宴。各家运营公司

除了车辆颜色不同外，都是

在复制类似的商业模式。这

种同质化竞争虽从创新开

始，但到后来却成了进入市

场的时机、烧钱的能力以及

现金流的管理水平的“老式”

比拼。

在这种比拼过程中，也

暴露出这个行业在商业模式

上、管理上的缺陷，由于资本

的退潮或缺乏有效盈利途

径，不但曾经车辆的颜色在

逐渐减少，一些一度有较大

影响力的公司也被洗牌出

局。

从押金难退到好车难寻，共享单车的发展一直争议不断，矛盾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