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盼夜盼， 历经波

折， 杭州枝头巷老小区

的一部加装电梯终于开

工。曾经，邻居们在电梯

具体施工方案上产生分

歧，卡了近一年。 终于，

大家相互理解、 相互体

谅，达成了共识。

老旧住宅小区改造

安装电梯， 是重要的民

生工程。 从媒体相关报

道中不难发现， 居住 3

层以上的住户， 几乎都

对加装电梯充满渴望，

而不支持甚至反对的多

是一二楼的。

老旧小区加装电

梯，需要邻里同心，相互

理解。因为设计上的“先

天不足”，老楼加电梯不

可避免会给底层住户的

采光乃至正常出行带来

影响，协商沟通之外，如

果有必要也可以给予合

理补偿。反之，低层住户

和年轻家庭也要对年老

住户的不便及困难给予

更多的理解。

远亲不如近邻。同住一幢楼，

上下左右都是邻居， 理应相互体

谅、相互理解。杭州枝头巷这部加

装电梯开工前， 街道帮助解决了

邻里之间的一些 “历史问题”，值

得点赞。

摘编自《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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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居民楼成控烟“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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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管新规”过渡期即将收官，理财产品面

临全面净值化转型，具有净值化管理及专业投资优

势的公募基金，已成为居民财富配置的主流选择之

一。 近年来强势抢占基金市场 C位的“固收 +”并非

新生事物，而是因其逐渐贴近当下投资者稳健理财

需求且持有体验越来越好，得到了越来越多投资者

认可。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固收 +”市场再迎重磅新

基———工银瑞信招瑞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将于 2022年 1月 17日起正式发行， 力求为

投资者跨年布局提供一款理想的“固收 +”品。

“王牌固收”新年出新基

工银招瑞一年持有混合重磅发售

近日，由中信银行、中信证券携手中欧基

金推出的中欧成长领航一年持有基金顺利结

募。在“中信幸福财富”陪伴式投资理财服务，

和中欧基金体系化投研的支撑下， 该基金致

力于为投资者带来更理想的长期投资体验。

未来， 中欧基金将进一步深化与中信银

行、 中信证券的全面合作， 提供顺应行业发

展、符合市场需要、能够满足客户配置需求的

精品基金， 力求共同成为与客户生命周期等

长的幸福财富陪伴者。

快递业“最后一公里”难题如何破解

中信银行、中信证券携手中欧基金

中欧成长领航一年持有顺利结募

据 1月 16日 《北京青年报》报

道，日前，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发布

2021 年控烟投诉数据———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无烟北

京” 微信公众平台收到群众对违反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相关规定的

投诉举报线索 11631 件， 同比增长

19.6%，同时，2021 年居民楼内违法

吸烟投诉创历史新高。

相较于前些年经常被投诉的餐

厅和写字楼，2021 年， 居民楼内违

法吸烟的投诉创下历史新高。 相关

数据显示， 去年该区域的投诉量比

2017年增长 95.6%。在居民楼吸烟，

因其隐蔽、点多面广，一定程度上成

为“无烟北京”的将官“盲区”，这亟

待引起关注并进行有效治理。

居民楼内违法吸烟行为多发生

于楼道、电梯间和步行梯，这些区域

成控烟“死角”和投诉“重灾区”，主

要原因在于认知不清、 边界不明和

监督缺位。堵塞这一漏洞，需要多管

齐下，综合治理。

在疫情防控语境下， 由于居民

减少外出、不少人居家办公，居民楼

内违法吸烟行为可能会一定程度上

增加。同时，对居民楼道的公共属性

缺乏清醒认知， 也是违法吸烟的主

要诱因。曾有记者进行随机调查，过

半受访者不知道在住宅楼道吸烟违

法， 超过八成受访者表示在楼道内

见过有人吸烟。楼道是公共空间，而

且是空气流动较差的封闭区域，理

当被纳入禁止公共场所吸烟的管理

范围。

在居民楼道吸烟， 不仅会让邻

居们遭受吸食二手烟的健康危害，

而且浓烈的烟味可能久久无法散

去， 给本居民楼的住户造成环境污

染。某种角度上说，在居民楼道抽烟

不仅是不文明之举， 而且可能侵犯

邻居的健康权。

从法律角度讲， 在居民楼道抽

烟是否属于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违规

行为，尚存疑问。 根据《北京市控制

吸烟条例》，“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

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

吸烟”“吸烟区划定应远离人员密集

区域和行人必经的主要通道”。从通

常的认知来说， 居民楼的楼道是部

分业主的公摊面积， 也是行人的必

经通道，但其是否属于被禁烟的“公

共场所”范畴，上述条例中并没有明

确予以列举。 这也是时下相关行为

没有受到有效监管原因之一。

要避免居民楼成控烟 “盲区”，

首先需要明确居民楼道的 “公共场

所”属性。 对于各地控烟工作而言，

最好在立法或修法时， 将楼道等场

所纳入相关地方规定中对 “公共场

所”的列举范围，以增强人们守法意

识和执法底气。

其次， 要加大公共监督和举报

力度， 共同维护人们在公共空间的

健康权益。

其三， 要明确厘清小区物业的

相关责任， 督促其做好控烟宣传和

违法劝阻工作。毕竟，小区里的空间

相对私密， 监管部门对相关行为面

临一定程度的发现难、执法难。

控烟不仅关乎个人习惯、 公共

健康，更是观念进阶的过程。控烟有

难点、 有反复， 在短期内看是正常

的，但必须时刻绷紧这根弦，及时发

现、解决问题，不达目的、不达效果，

绝不“收兵”。 摘编自《工人日报》

投送快递件 “扔了就跑”“门口

签收”；没经同意，快递就被放在快

递柜或快递点；还没收到快递，订单

就显示“被签收”；要是没翻看物流，

快递就在快递柜里错过了 “七天无

理由退货” 期……诸如此类的尴尬

情况，你遇到过吗？

近日，国家邮政局就《快递市场

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

见， 对快递行业的末端投递服务规

范进行了明确：“未经用户同意，不

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 不得擅自将

快件投递到智能快递箱、 快递服务

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情节严

重的，最高可罚 3万元”。

快递业的服务是 “门到门”服

务，快递人员的收入以计件为主，多

劳多得。除此之外，快递公司还有庞

大的运营管理成本。由此算来，将快

递进站、进柜，无论从效率还是效益

考虑， 都要比逐一上门派送时间成

本更低、效率更高，快递柜和快递站

点， 也着实为无法当面签收的消费

者提供了便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快

递员可以“默认”将末端服务设施和

送货上门等同起来。

从 2011 年到 2021 年这 10 年

间， 快递业务量增长了 26.2 倍，而

快递员数量只增长了不到 5倍。 快

递行业的“最后一公里”配送问题一

直以来都是行业性难题。“最后一公

里” 的快递配送和成本之间一直处

于一个脆弱的平衡状态。不过，快递

业仍然在发展以及不断有后来者加

入的现实， 说明快递业的市场价格

竞争仍有空间。但无论如何，快递业

发展的根基就在于“门到门”的服务

标准，失去了这个根基，快递业的健

康发展就难以为继。

当前， 我国的快递量已达到日

均 3万件。 面对如此巨大的快递投

送业务量，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配

送问题十分紧迫。从这个意义上说，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修订草案）》的

出台及时而必要———既规范了快递

人员与消费者之间“最后一公里”的

投递标准， 也倒逼着快递企业提升

服务标准， 优化商业模式以及对快

递人员的激励机制。

当然，在现实中，拨打快递公司

的投诉电话后仍然无法解决纠纷的

情况多有存在， 也极少有人会为了

一件快递而与快递公司对簿公堂。

过高的维权成本， 让很多消费者不

得不放弃自己的权益，因此，坚决执

行、实施和监督解决“最后一公里”

的规定就格外重要。

破解快递业“最后一公里”的难

题，《快递市场管理办法 （修订草

案）》 的出台和落实是一个契机，快

递企业应借此严格服务标准， 保证

服务质量， 同时改革和完善对快递

人员的业务考核机制，提高“最后一

公里” 的投送完成度在业绩考核中

的占比———这些不但关系着快递人

员的切身利益， 更决定着他们的服

务质量。

摘编自《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