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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评比每天投10次票 有时每天“打卡”耗时在1小时以上

投票成为负担 网络评比乱象何时休？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严控评比政策落地，基层各种达标表彰评比活动已明显减少。不过，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各种网络评比活动依
然不少，有的地方通过各种形式要求基层公务员参与，甚至还发通知要求投票、点赞。一些企业也屡屡收到通知，要求赞助、参加并不情
愿的评比排名，苦不堪言。

“最美”“最好”评选层出不穷
有地方发通知要求投票

只要看到“快点，全县人民转
起来”这样的信息，就意味着又开
始某项评比活动了。西部某省一
位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反映，
近年来，“最美”“最好”等评比层
出不穷，花样不断。

多地基层宣传部门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有些涉及当地的网络
评比活动，会发通知对公职人员
进行动员，要求下载APP、关注公
众号或使用小程序，每天上网投
票、点赞。

西南某省一基层干部告诉记
者，该省某州组织“最美民族村”
评选，全州多个县市的村子参评，
明确网络投票占一定分值。当地
某县的一个候选村前期网络投票
数偏低，全县动员投票，3天时间
就把票数追了上去。

记者日前在一个社区党员微
信群里看到，一项“特色社区评
选”的活动每天在群内刷屏。点
开投票链接，是一个名为“群视频
投票”的小程序，开发者为一家网
络科技公司，界面上有各种广告
推广。该项评选开始仅3天，已累
计投票17320次，超过5.5万人次
访问。

记者注意到，在各种各样的
网络评比活动中，不少是自媒体、
APP等市场化平台策划、运作的。

西南地区某县融媒体中心的
公众号日前推送了一篇文章，内
容是该县一帐篷营地参选“2020

中国十大必睡·美宿评选大赛”。
记者查看发现，该评选比赛主办
方是某文旅产业精品住宿高峰论
坛组委会、某文化传播公司等市
场主体。记者注意到，不少当地
政府工作人员在自己的朋友圈、
微信群转发投票链接，动员投票。

也有一些行业协会等在网上
组织评比活动。“每年农资行业仅
我知道的就有30多个关于企业
的评比颁奖。”农资行业咨询专
家、新华农大（武汉）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年介响说，这些评比多

数没什么权威性，但碍于部分是
协会组织的，有的企业还是会选
择参加。

泛滥的网络评比
费时、费力、费钱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评比泛
滥加重了基层和企业负担，滋生
了形式主义和虚假作风。

多位基层干部反映，网上投
票耗时费力，有的评比每天可以

投10次票，每次间隔1分钟到半
小时不等；有时每天“打卡”耗时
在1小时以上。

记者发现，四川某市文化广
播电视和旅游局的微信公众号动
员参与的寻找文旅新地标活动，
每人每天每个榜单可以投10票。
山东某市旅游发展和景区管理委
员会动员参与的一项最喜爱的旅
游目的地评选活动，每人每天可
以给同一单位投5票。

云南某县一位基层干部说，
近两年来，几乎每个月都有网络
投票活动，尤其年底前那段时间
比较多。今年9月，该干部又被要
求为一个评比投票，每天一票，还
要在朋友圈转发，烦不胜烦。

除基层干部，一些企业同样
感到困扰。部分网络平台、自媒
体、公众号等争相策划各种评比
活动，主要为了推广告，因此屡屡
向企业收取赞助费、推广费、策
划费。

“这两年，企业参加一次评选
一般需要1万到5万元。”年介响
说，今年8月举行的一场生物肥料
产业发展论坛设置了“优秀企业”
评选环节，“企业直接线上申请，
交2万到5万元费用，就成‘优秀
企业’了”。

多位企业人士介绍，现在不
少评选成了“生意”，缺少监督、公
信力，有的直接请企业颁奖。

“交钱、授牌，牌子将作为景
区推广的噱头，也是领导的业
绩。”中部某地一个AAAA级景
区的工作人员邱先生透露，该景

区一年花十多万元参加一两个
“性价比”高的评比，为做形象包
装之用。不少景区则在每年的营
销费用中专门准备一笔用于参加
评比。

加强评比活动源头管理

一些基层干部直言，泛滥的
不规范评比项目透支政府公信
力，牵扯基层公务员的精力，令企
业不堪重负，必须加强治理。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多次
清查各种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实
行清单管理，效果明显。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
此前的清理整顿，主要是针对政
府部门组织的评选评比表彰，对
当前兴起的一些网络评比活动尚
缺乏有效监管。

刘俊海表示，一些政府部门
和领导干部要转变好大喜功的

“面子主义”政绩观，对评比活动
要有研判，不能不计成本从评比
中寻找本地、本部门的表面赞誉，
更不能轻易发文件动员上网投
票、点赞。

“严肃、权威的评比活动，才
更有利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企
业的健康成长。”年介响说，现阶
段有必要对一些评比项目加强源
头管控，强化过程监管，做好规范
和引导，提高评比活动质量；统筹
考虑评比结果的应用，发挥评比
的正向激励作用。

据新华社电

超额投放、自行车道有待完善、管理压力大……

如何根治老问题？聚焦共享单车之“困”

在经历“野蛮生长”后，共享单车发展回归理性，行业逐步规范，但记者日前调查发现，超额投放等老大难问题仍未根治，基础设施建
设和监管能力有待加强，推进行业可持续发展还在路上。

超额投放之风刹住了吗？

在安徽合肥一处共享单车停
靠点，记者看到一名交通运政人
员正在使用当地开发的验证小程
序核验共享单车，将未报备的单
车上传至市单车监控系统。

共享单车超额投放曾让合肥
市容市貌承压。

“2016年，全市共享单车超
80万辆，严重超出城市承载能
力。”合肥市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之后随着市场环境变化
和政府管理调控，单车逐渐减少，
截至目前，共投放27万多辆单车。

自今年6月1日以来，合肥每
天组织近200名交通运政人员扫
码核验单车，共核验单车超100
万台次，发现超45000台编码库
外的违规投放单车。

多位受访者称，在部分地区
超额投放已成为公开秘密。以北
京为例，北京市交通委提供的材
料显示，目前全市共报备共享单
车84.4万辆，但多位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北京实际投放单车超
100万辆。

如何刹住超额投放之风？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
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说，监管
部门既要根据城市各区域、点位
用户通行需求，合理确定区域投
放总量，也要引导企业做好单车
高峰时段的快速周转和平峰时段
的均衡分布，避免乱投乱放。

“目前行业已进入相对理性
发展阶段，平台企业会考虑车辆
利用率和财务收益率。”国家发展
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
研究中心主任程世东建议，当前，
政府部门应重点鼓励平台强化运
维能力，完善骑行环境。

如何在刹住超额投放之时，
保证老百姓的骑行需求？

对此，有专家建议，政府部门
可以适当放宽对单车投放量的限
制，鼓励企业较为均衡地投放单
车，并在骑行高峰时段增强运维
能力，最大限度满足市民骑行
需求。

自行车道完善了吗？

“骑行车道本就比较窄了，个
别路段还停着机动车，怎么能舒
心骑呢?”习惯了骑共享单车上下

班的孔先生向记者吐槽。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

展，各城市小汽车保有量不断上
升，城市规划中原本应该向公共
交通倾斜的“路权”普遍被机动车
挤占，自行车道网络的完整性和
通达性破坏较为严重。

“共享单车出现后，自行车出
行方式在部分城市短距离出行中
快速回归。”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
司二级巡视员孟秋说，目前，各地
正积极推进自行车道建设，逐步
改善骑行环境。

以北京市为例，近年来，全市
累计优化自行车道超2800公里；
整改影响自行车道的停车位，目
前已完成超2000个不合格车位
整改。

然而，记者走访多地发现，自
行车道被机动车挤占的现象还比
较严重，车道普遍较窄，部分地区
甚至没有自行车道。

“由于前期欠账太多，城市道
路资源普遍紧缺，加之自行车道
规划建设周期长，在骑行需求快
速增长的背景下，骑行环境仍需
大力持续改善。”孟秋说。

程世东建议，各城市应对现

有的道路资源重新划分“路权”，
优先确保足够宽度的自行车道，
并连续成网。同时，要切实加强
交通执法，避免自行车道被小汽
车等挤占。

未来管理方向在哪？

交通运输部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共享单车已在全国
360多个城市投放运营，投入车
辆达1945万辆，日均订单量超
4570万单。

孟秋说，各地正在探索更加
科学、智能的管理方式，比如广州
在投放方面建立了招投标制度，
南昌使用“蓝牙道钉”等新技术规
范停放单车。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管
理人手不足、部门协同不畅，仍制
约着行业可持续发展。

“与路面上动辄数十万、上百
万的单车相比，管理部门人手很
有限，日常监管难度较大。”北京
市一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说。

为了破解管理人手不足困
境，部分地方如合肥成立了由城
管队员、社区人员等组成的管理

队伍，会同企业有序摆放单车，但
由于缺乏体制化管理，实际效果
有限。

共享单车涉及领域和管理部
门较多，为此，国家层面建立了交
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
会议制度，地方也探索建立多部
门协同工作机制。

“但目前还存在齐抓共管效
果不强、监管信息共享不畅、协调
联动不足等问题，主要运营企业
线下调度运维力量也有待提升。”
孟秋说。

记者在调研中感受到，作为
绿色出行的重要方式之一，骑行
共享单车越来越受到欢迎，如何
调动单车企业增强运维能力，完
善骑行环境，关乎城市交通综合
治理水平和老百姓“获得感”，还
需政府部门持续发力。

孟秋称，下一步，将会同相关
部门指导各地建立以交管部门为
核心的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深入
落实《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
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各项政策
措施，促进共享单车规范发展。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