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几天，关于共享单车“赎车费”的新闻
引发热议。有共享单车企业表示，由于被第
三方公司扣车，需要付费取回，企业每年因
此付出的取车成本超过1亿元。在这些被
扣的车辆中，不仅包括白线以外影响行人通
过的车，有的白线以内的一些共享单车也被
拖走。

和“赎车费”形成对照，最近，多家共享
单车企业宣布涨价，最高涨幅高达50%。有
市民感慨，原本价廉物美的共享单车解决了
出行“最后一公里”，现在有的价格比坐公交
车还贵。面对日益上升的共享单车成本，是
否要由消费者全盘“埋单”？

从8月10日起，美团单车畅骑卡提价
调整，7天卡无折扣价从10元调整为15元，
30天卡无折扣价从25元调整为35元，90
天卡无折扣价从60元调整为90元。笔者
比较了一下今年以来自己下的订单，同是折

扣后的骑行月卡，今年2月价格为12.8元，
6月为13.8元，到了9月2日，则达到15.8

元，涨幅明显。
消费者的骑行费用不仅是标出的价格，

还有一些可能发生的隐形费用。比如在单车
的骑行规范中规定，在运营区外还车收取最
高10元/单的车辆调度费，在禁停区还车额
外收取2元到20元的车辆管理费。这也意
味着，在单车企业支出的“赎车费”中，一部分
是消费者“埋单”的；还有一部分也可能计入
了单车的成本，最终成为涨价的因素之一。

共享单车，作为解决城市交通拥挤的一
种方式，因其低碳环保、使用方便，受到很多
人的青睐。尤其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在梧
桐树下、滨江岸线，轻松惬意的骑行者形成
了城市流动的活力线。

共享单车进入中国市场近15年来，经
历几轮洗牌，不少城市已形成了共享单车押
金、投放、停车等规则。但如何妥善处理共
享单车违规停放，依然是个难题，这也是“赎
车费”产生的客观背景。早期共享单车企业
多是从管理部门免费取回车辆，再重新合规

投放。但后期，监管部门只落实总量控制和
管理停车秩序，委托第三方公司对超投车辆
回收。而这些企业大多自负盈亏，其中一些
自行摸索出以收取共享单车、电单车赎车费
获利的商业模式。

同时，不少市民发现，共享单车往往出
现潮汐现象，高峰期时小区附近一车难求，
但到了地铁站，单车则大量随意摆放。采用
一定手段运营好共享单车、维护公共秩序，
是单车企业以及相关管理部门共同的职
责。不少地方选择罚款的方式，立竿见影、
成效明显。但正如行政机关的罚款也要坚
持执法为民的原则，共享单车的罚款也不是
目的，只是手段。在今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罚款事项的决定》，取
消和调整了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管领域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设定的53个罚款事
项。同时，司法部还特别强调，不得违法实
施罚款，不得为了罚款而罚款，坚决杜绝逐
利执法，严禁下达罚没指标。

杜绝逐利罚款，意味着罚款不能随心所
欲，更不能直接收入囊中。根据2021年国

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明确要求，财
政部门要加强对罚缴分离、收支两条线等制
度实施情况的监督，会同司法行政等部门按
规定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司法部将配合财政
部做好有关工作。同理，共享单车的“赎车
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同样需要规范透明
的监管机制。

共享经济，其优势在于通过技术平台的
整合，将社会资源和需求集中到一个平台
上，使得资源有效配置，城市有效治理、供需
双方实现双赢。如今，对于整治共享单车秩
序，不少地方已探索出罚款之外的做法。比
如，哈啰单车在广州升级共享单车“驾照分”
机制，多次违规者可能被暂停用车权限。在
北京，不少地铁站增设了电子围栏停车点，
用数字化手段引导骑行者规范停车。

归根结底，惩戒不是目的，关键是让公众
和企业心服口服，自发形成骑行的自律和规
则意识，实现执法力度和温度并存。而打着
单车管理之名牟利的行为，更应该用精细化
管理来消除顽疾，不要让消费者躺枪“埋单”。

别让消费者为“赎车费”埋单
宋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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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

一能）昨天是全国第七

个“中华慈善日”。昨天

下午，以“汇聚慈善力

量，助力共同富裕”为主

题的2022年“上海慈善

周”主题活动启动仪式

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

这是《上海市慈善条例》

自去年11月1日施行

后，首次举办“上海慈善

周”主题活动。

根据《上海市慈善

条例》规定：“市民政部

门应当每年向社会发布

本市慈善事业发展状况

报告。”在启动仪式上，

市民政局首次发布了

2021年度上海市慈善

事业发展状况报告，从

政策法规、慈善捐赠、慈

善信托、社区慈善等十

个方面展示了2021年

度上海慈善事业发展的

成效。

今年，市政府组织

开展首届“上海慈善奖”

评选表彰活动，市民政

局作为承办单位积极推

进相关工作。经各推荐

单位申报推荐、初评会

现场评审和有关单位排

查审核后，共有48名参

选对象成为候选对象。

活动现场公布了候选名

单，开启网络投票，邀请

公众于9月5日至9月11日参与投票评选，

投票结果将作为复审评选的重要参考。

据悉，为了举办好2022年“上海慈善

周”，市民政局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部门与

社会组织、企业之间的协作，构建“政府主

导、政社协同、政企携手”的慈善联动新模

式。今年“上海慈善周”主题活动持续一

周时间，社会组织、企业共同参与，通过论

坛访谈、主题沙龙、活动展示、典型宣传等

方式开展十余项系列活动。同时，在此期

间，全市各区也将围绕“汇聚慈善力量，助

力共同富裕”这一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系列活动。“上海慈善周”期间，

通过点面结合、上下联动的方式，集中开

展慈善活动和文化宣传，将慈善的文化理

念渗透进校区、社区、园区和商区，在全市

范围营造“人人可慈善、处处可慈善”的浓

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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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晃动拿着拉花杯的手腕，咖啡上晕

漾起白色的“之”字形奶泡，奶泡逐渐聚拢，最

后形成了一颗爱心图案。咖啡上的拉花尽管

并不完美，但那是一颗用真诚画出的爱心。

做完后，吴佳辰报以稚气的微笑，将咖啡交到

顾客手上，并迅速将水台清理干净，整个过程

一丝不苟。

他的同事王相晴则主攻烘焙，学习训练

一年以来，她已经具备了初级点心师的能力，

可熟练制作曲奇饼干、瑞士卷、蛋糕等各种点

心，当天，她将当场制作完成的手工月饼推荐

给大家品尝：“我学了一个星期就会做月饼

了，尝尝味道怎么样？”

两人的康复老师上海小马过河启星艺术

发展中心——上海博爱儿童康健园主任王恒

民告诉记者，以制作咖啡为例，正常人可能学

习几天就能上手。但为了让自闭症患者熟练

掌握，康复老师将咖啡研磨、咖啡萃取、牛奶

拉花和咖啡机清洁等各种步骤进行分解细

化，打造了一套规范化流程和训练课程，反复

训练。表面上自闭症患者在做一杯咖啡，实

际上他在进行认知执行功能训练。

“多 ·幸福咖啡馆”位于多特瑞六感体验

中心的一隅，共配备5名自闭症员工和1名带

教老师，他们与多特瑞六感体验中心的其他

员工作息相同。带教老师主要在旁观察，协

助处理一些初期的突发意外，之后慢慢淡出

自闭症员工的职场。

爱心企业撑一把
“多 ·幸福咖啡馆”脱胎于华东师范大学

“幸福之花”研究基金课题《基于机器人技术

的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干预系统》项目。爱

心企业多特瑞公司在得知“幸福之花”项目的

需求后，主动提出可以在公司门店内辟出一

块场地，作为项目的实训基地。这样，“幸福

咖啡”顺利开张了。

根据陈东帆的美好规划，通过和爱心企

业合作，未来申城会有若干以“幸福咖啡”作

为后缀名的“自闭症”咖啡馆，逐步把“幸福咖

啡”的品牌推向全国。

以吸纳自闭症人士就业为特色的咖啡馆

实际运营后，面临生存与发展压力。如何让

这一模式走得更远，辐射更多的自闭症患者，

陈东帆坦言：选址必须位于市中心的CBD，

客流大，自闭症患者才能更多地跟社会交

流。咖啡馆要生存下来，就一定要为客户

提供优质的产品——一杯味道醇厚、好喝，

复购率高、售价能覆盖成本的咖啡。慈善

需要商业化、市场化，光靠社会“爱心”，难

以解决自闭症患者自我造血的根本问题。

但商业化的步子迈得过大，也会带来经营

压力，所以项目组决定为了幸福咖啡的良

性发展，必须引进爱心企业。“上海咖啡馆

竞争激烈，特别是疫情让不少咖啡馆面临

困难，如果幸福咖啡馆一开业就直面这样

的生存难题，很容易过早夭折。有爱心企

业撑一把，减收免收场地的租金，可以解决

咖啡馆运营的后顾之忧。”

喜欢喝咖啡的市民李女士，点了一杯30

元的多爱 ·拿铁，“价格适中，味道也醇厚，我

以后喝咖啡，就选这里做的了，也是对孩子们

的支持啊！”李女士边喝边说。

本报记者 中跃中

自闭症员工为顾客
递上“爱心拉花”咖啡

■ 在佳辰正在

啡作咖啡

中跃中 摄

昨天是上海慈善周开幕日，起了个
大早的吴佳辰，把自己打理得“清清爽
爽”。上午9时45分，他走进位于南京
西路丰盛里3楼的多特瑞六感体验中
心。全市首家商业化运作的以自闭症
员工为主体的咖啡馆——“多 ·幸福咖
啡馆”昨天在该中心开业。作为一名咖
啡师，吴佳辰将与另4名同样患有自闭
症的员工，正式开启朝十晚七的职业生
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相应的报酬。

市场化的价格、标准化的服务，咖
啡馆的发起人之一华东师范大学科学
康复系副教授陈东帆希望，未来，“幸福
咖啡”能依靠口味而非自闭症的特殊标
签，在咖啡馆林立的上海成为新晋网
红，进而走向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