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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行市场。
共享单车以全新的、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了中国

居民的日常，但也面临着商业模式的拷问和日益严格
的城市管理。

然而，在政策限制之下，共享车企依旧在大量融
资，继续走资本驱动型道路，共享单车的下半场将面临
何种变局？

“围城”“坟场”频现，单车何处安放？
那些曾经遍地都是且仍在上演“单车围城”的共享

单车，如今很多已堆积成山并成为“废品”，实在是让人
唏嘘不已。

盲目跟风催生出一哄而上的热潮，当初有多少企
业上马，最终就会造成多大的问题。

根据北京市交通委8月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北
京部分区域，共享自行车的月活跃度水平不足50%，近
一半车辆处在闲置状态。

数据显示，仅在去年共享单车投放总量就有将近
2000万辆，报废之后会产生近30万吨废金属，相当于5
艘航空母舰结构钢的重量。同时，一些共享单车企业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单车往往采用不通用的配
件，除了变成废铁外几乎一无是处。

不管是单车被大量堆积在一起影响市容和环境，
还是最终变成废铁，其实都是严重的浪费。

按下“暂停键”，共享单车如何由乱到治？
共享单车造成的严重浪费问题，已经引起多地政

府的警觉，明确限制共享单车投放数量。
近日，北京交通委就宣布了将继续实行增量限制

和减量调控的政策。上海自去年8月起也推出了类似

政策，规定每家企业留存一定的共享单车投放名额，多
余的共享单车都将被搬离，并且要求重点清理包括交通
枢纽、公交站点、小区、医院和商务办公区等地域范围。

在产业观察家洪仕斌看来，共享单车的超额投放
不但造成设备上的浪费和资源消耗，而且大量占领城
市公共空间，对城市的公共交通管理形成了很大的障
碍。政府此举是为了引导共享单车企业理性投放、良
性发展，并对现有的商业运作模式和逻辑表达质疑。

资本驱动，烧钱之路能否长远？
对于共享单车企

业来说，叫停共享单
车相当于给失控的单
车投放战争踩了刹
车。而眼下，共享单
车企业依旧在大量融
资，继续走资本驱动
型道路。在城市政策
的限制之下，这条道
路还能走多远？

自去年6月起，随
着悟空单车、酷骑单
车、小蓝单车等陷入
押金风波，并走向破
产倒闭，共享单车市
场开始走到下半场，
逐渐形成摩拜、ofo 和
哈罗单车三足鼎立的
格局。而这三家企业

依然离不开资本的支持。
在找不到能够自我造血的盈利模式下，对资本

的依赖依然是共享单车面临的共同问题。经过 2017
年的整合，共享单车平台的角逐，逐渐演变成了资本
的拉锯战。

摩拜背后有美团的支持，而美团背后站的是腾讯；
复活的小蓝单车和青桔背后站着滴滴；哈罗单车有
蚂蚁金服的加持，蚂蚁金服背靠阿里的大山；而 ofo
被阿里和滴滴共同投资过，但又被同时止步。

外界普遍认为，大多数共享单车玩家依然走在烧
钱扩张的老路上，尚未真正开始探索商业化盈利模式。

洪仕斌认为，大量融资说明共享单车企业自身
造血能力不行，但仅凭融资维持运营，也并非长久
之计。“这些企业自身也意识到了商业逻辑上的缺
陷，现在政府从外部施压，促使它们改变原有的路
径，或许会是一剂‘好药’。单车企业未来的比拼
是全方位的，除了资金流能力，更加看重商业模式
以及团队的运营能力。”

当资本回归理性，风口已过，盈利成为企业生
存下去的第一要务，市场将考验企业的生存能力。
DCCI 互联网数据中心专家胡延平认为，共享单车
企业要想盈利，要想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补好三门
课：第一，精细化运营；第二，要通过技术驱动去解决
损耗率高、无法追踪等问题，包括应用大数据去优化
布局；第三，长期耕耘，包括跟一些大平台合作，增强
产品服务的增值能力，
一步步逼近成本效率
的临界点。 □ 薛笔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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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暂停键”，共享单车下半场如何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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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评论

最近有媒体关注到“白鹿原”文旅产业
的尴尬现状。随着电视剧《白鹿原》的热
播，滚烫的资本涌入这个仅200多平方公里
的地方，至少六个以“白鹿原”为主题的特
色文化旅游项目拔地而起。然而，这些民
俗村除了陕西小吃，几乎没有卖点。连排
成片的仿古建筑群因为太相似，如今只剩
了荒草丛生。在激烈的竞争之后，这些项
目有的只能勉强维持，有的则已关门大吉。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精神
生活的需求更加旺盛，消费升级和政策红
利引领下的文旅产业，正在成为“市场需求
的宠儿、经济发展的骄子、资本追逐的对
象”。然而，一些地方文旅产业的“滑铁
卢”也告诉我们，文旅产业虽然是一片蓝
海，但蓝海里也出现一窝蜂涌入现象。有
的项目既无质量也无创意，既不关心文化
也不热爱旅游，一心想着把“风口”变现，
结果就发现今天的游客不那么好忽悠了。

耐人寻味的是，一些地方大投入的文
旅项目，有时候甚至不如老乡自娱自乐的
景区活得久。那些原生态乡村旅游景区看
起来土俗，却能找到适配的目标受众，关键
就在于结合当地文化习俗，成功挖掘出了
富有特色的东西。这也提醒人们，在不惜
重金投入文旅项目的时候，首先要深究，这
个文化项目的“魂”是什么？如专家所言，
一个文化项目的核心，绝不仅是地理的象
征，“还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血肉和灵魂，其

中的文化精髓应是当地生命活动中形成的传统、风
俗、生存方式、思想观念等。”强大的文化资源，同时也
意味着受众更高的体验期待，如果从业者不能认真地
去打造历史文化特色，只是急功近利地追热点，必然
会掉进同质化的陷阱。

当然，文旅产业的优劣，不能一概以赢利与否来做
判断。以中国游客数量之多，一个项目短期赚钱总有门
路。比如在临潼，游客稍不留神就能被骗去假兵马俑景
点，与双眼皮兵马俑合照。这样的山寨兵马俑，临潼有
关部门曾一夜之间销毁40多个。若想文旅品牌不被冒
牌货亵渎，首先当然是加强监管，但也提醒我们思考这样
的问题：低水平仿制为何如此吃香？那是因为对真景点的
需求出现了井喷，谁都想来看看举世瞩目的兵马俑。我们
真该多花些心思，才能回报这种可贵的“注意力资源”。

这些年，我国居民消费已经步入快速转型升级的重
要阶段，文化旅游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与此同时，普通
消费者对文旅“供给侧”改革的热切呼唤，也时常可
闻。我们的旅游产品供给，远远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需
求。比如，各地都上马高度相似的“老街”，从这个古城
到那个古城，从名山脚下到高原之上，总能买到一样的
商品，听到同样的民谣，品尝到相似的小吃，甚至到了
晚上，大多会上演大型实景演出，总有似曾相识之感。
为何？还是因为不珍惜群众旺盛的旅游需求，宁可懒
惰地搞搞“一锤子买卖”。

人们去一些文化景点，往往是被与之相关的文化
内涵所吸引，这当然蕴藏着商机，却不应被滥用。在对
待文化旅游的问题上，最需提防的是心急。很多长盛
不衰、风靡世界的文化旅游项目，背后往往有对文化品
牌的敬畏，同时还有对服务细节的追求。有心人将文
化和旅游比作“诗和远方”，要真正到达那么诗意的境
界，我们还需要日复一日的深耕，才能对得起见识和品
位不断提升的消费者。 □ 刘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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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会转型时
期利益诉求多元、各类矛盾交织，基层派出所
面临的工作局面千头万绪、越发复杂，甚至陷
入“包打天下”的困局，大量非警务活动占用
警力、工作考核五花八门，许多基层民警长期
处于超负荷运转和身心亚健康状态。

“万能派出所”：
清理小广告、驱赶流浪狗……

“警察同志，我儿子把钥匙带走了，你过
来给我开下门！”

“110吗？我女朋友要跟我分手，你们能
帮我劝劝她吗？”

“我儿媳妇不好好给孩子喂奶，这事警察
得管管！你们快过来！”

这是记者近日在一些派出所蹲点调研
时，听到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接处警记录。对
处在社会最基层和矛盾第一线的派出所民
警而言，这只是他们工作时所遇到困惑中的
一部分。

“群众对公安机关的心理需求相当高，
这份信任让我们欣慰，但一些诉求也让人
哭笑不得。”四川成都市主城区一派出所的
社区民警说。即便是面对这些五花八门的
报警需求，多数情况下民警依然会第一时
间处警。

多位受访民警表示，“头顶国徽、臂挂
盾牌”的责任，会让他们坦然乐观地面对工
作中的危险与艰辛。但令他们感到苦恼的
是，无效报警、大量非警务活动等牵制了本
就紧张的警力资源，基层派出所越来越演变
为“包打天下”的“万能机构”。

“群众有困难、找民警，这是好事。但有
些部门放大了这句话，为派出所增加了大量
非警务活动，甚至把本由他们承担的工作也
推给公安机关，影响到我们打击犯罪和维护
治安的主业。”西部某市一位派出所民警举
例说，当地要创建卫生城市，民警被要求全
员出动上街清理小广告；创建文明城市，民
警要到处驱赶流浪狗……

“上面下面条、底下打面团”，作为基层
一线单位，上级机关布置的大量工作都要靠
基层派出所来落实。而一些地方文山会海
回潮、材料信息过多过滥、考核名目内容繁
多，也让基层民警身心俱疲。

西北一位从警23年的农村派出所所长说，
所里曾在一个月之内收到分局下发的64份文
件，其中40多份是安排具体工作的。该所辖区
面积2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万余人，但仅有7
名民警。“40多项都是重点工作，一个月只有30
天，我们7个人不眠不休也干不完。”

西部某市一位派出所所长告诉记者，在
他所在的区，上级机关对派出所的考核门类
多达 70多项，破获各类案件的数量都有具体
的指标要求，而有些不尽合理。

“例如，破案数量是按月度考核的，但有
些案子需要花时间去经营、深挖。迫于考核压
力，民警就只能去办理一些小案、现案，无暇办
理大案。”这位所长苦笑说，这种考核是“月月
都要麦子黄、月月都要粮进仓”。有的地方向
被行政拘留、羁押的人员征求满意度，一位民
警反问：“我抓了他，他能对我多满意？”

更令民警忧心的是，在一些地方，执法
环境局部恶化，一些自媒体对涉警事件的歪
曲报道等，加剧了少数群众对公安工作的误
解，让民警流汗又流泪。

西部一地级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说，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该市发生暴力
抗法和侵害民警权益的行政案件 88 起、刑
事案件 15 起。许多民警在正常执法时，都
遭遇过推搡、辱骂、恐吓甚至暴力抗法行
为。有民警说，自己在执法中曾被人打伤，
对方却高喊“警察打人了”，少数群众围观
起哄，他感到非常寒心。

长期超负荷运转
最怕夜里电话响

入伏以来，武汉连续多日高温。武汉火
车站派出所民警罗居奇正在站内巡逻。手
铐、警棍、急救包、执法记录仪、通讯电台……
他背负着六七斤重的警用装备，警服完全湿
透。随身携带的计步设备显示，他当天已步
行超过两万步。

“每天 5点多钟D5930始发，铁路公安已
开始执勤。每晚 11 点 44 分最后一趟 D5925
抵达，站区内依旧警灯闪烁。”武汉站客运值
班员肖功峰说，守护安全，他们不知疲倦。

在陕西省兴平市，西吴派出所副所长张
荣国已经 3天没有回家了。这是他 7月 18日
的工作安排：早上 6时起床，6时 50分开会布
置工作，7时 50分和同事出门办案，回来后接
待群众来访。中午无暇休息，下午赶赴犯罪
嫌疑人家中发放逮捕通知书，之后进村采集
信息，回所后和同事分析案情……18时接班
后，张荣国还要在岗位上再值守24小时，随时
准备接处警。

“每年我有 200多天在所里住，一有案子
就没日没夜。3 岁的孩子只能托付给老人
带。”提及家人，张荣国一脸愧疚。

四川省眉山市象耳派出所副所长杨柳
从警 10 年两次因公负伤，是一位揣着残疾
证坚持在一线办案的刑警。他今年 33 岁，
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办一个案
子，从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到羁押，根本没有

时间休息。”杨柳说，一
个月里他能陪小孩的时
间不到两天，这也是他
作为父亲最大的遗憾。

记者采访发现，由于
常年处在打击犯罪、调
处矛盾和服务群众的第
一线，精神紧张、工作压
力大，超负荷运转已是
许多基层派出所民警的
工作常态。

“派出所工作的特点
是生活不规律，遇到紧急
任务、办案或值班备勤，
通宵达旦、放弃休假都是
常事。上级公安机关一
直鼓励大家休年假，但许
多人都放弃了。不是不

想休，是真的走不开。”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
渭城分局化工开发区派出所所长张思强说，
全所 19 名民警，大多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
职业病。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坐针毡，最怕夜
里电话响……一位民警如此描述自己工作
时的心理状态。不少民警因此积劳成疾英
年早逝。被称为“喇叭所长”的湖北省襄阳
市襄城分局欧庙派出所原所长吴继革，安装
了 3 个心脏支架、进行了 2 处“心脏搭桥”手
术，仍带病长期忙碌于处警一线。2015 年 7
月，在冒着高温处置一起紧急警情时，他晕
倒在地，生命定格在了46岁。

“天天在流血、月月有牺牲”，一组数据
佐证了公安民警工作的艰辛。湖北省公安
厅今年 1月的统计显示，近 5年来，湖北公安
系统先后有 55人因公牺牲、866人因公负伤、
321人在职病故。2012年至 2016年间，陕西
共有 46 位民警牺牲在工作岗位上，402位民
警在执行任务时负伤。

优化环境、下沉警力
基层派出所亟须“减负”

一些受访民警认为，除机关与基层警力
配比不当、各职能部门间履职合力不足外，
缺乏维护民警执法权的保障机制，也是造成
基层派出所负担沉重的重要原因。“现场处
置时没有底气，并不是因为害怕犯罪分子，
而是来源于现实各方面的压力，不敢果断地
执法。”一位民警说。

采访中，许多派出所民
警也欣慰地表示，近年来基
层的许多呼声已经得到高
层重视。今年中央政法工
作会议就提出，围绕公安改
革，解决管理体制不科学、
力量结构不合理、警务运行
不顺畅等突出问题，提高职
业保障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
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
基层执法环境逐步改善，从
优待警的政策也在不断落
实中：湖北省公安厅探索建
立起以财政补助为基础、商
业保险为补充、民警互助为
支持的“三位一体”优抚机
制；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出

台从优待警 25 条措施，提出“在政治上激
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健康上关爱、
生活上关心”民警……

然而这些还不够。为让民警安心、舒心、
放心地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和服务群众等
主业上有所作为，基层派出所还须“减负”。

一是出台并落实相关法律法规，优化执
法环境，维护民警的执法权威和公信力。湖北、
陕西、四川等地民警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探索建立一定范围的容错机制，为执法者壮胆
撑腰，对妨害正常执法的行为敢于“亮剑”。

二是推动警力下沉，夯实基层派出所力
量。有民警呼吁，公安机关在公务员招录
时，宜对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有所倾斜，使更
多有专业能力、热爱公安事业的人才进入警
察队伍。

三是对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派出所职能
进行精准定位，厘清警务和非警务活动的界
限，列出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改变派出所

“包打天下”的现状。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
茂陵派出所所长狄军锋建议，建立“110”报警
电话分流机制，将各职能部门纳入其中，依照
职责划分共同为群众服务。

四是优化合并考核项目，削减文山会海，
将基层民警从繁重的文牍和事务性工作中解
脱出来，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此外，切实落实中央和地方有关从优待警
的各项举措，关爱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派出所
民警的身心健康。 □ 据《半月谈》武汉铁路公安处乌龙泉东所民警冒酷暑巡查后进行“降温处理”。

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韩森寨派出所副所长汪勇帮助一
位社区群众搬运物品。

8 月 7 日，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敦煌研
究院当日梳理解读了敦煌石窟文献中古人吃秋食的养
生之道。

“立秋之时食瓜，曰咬秋。”是《津门杂记·岁时风俗》
中记载的立秋习俗。人们相信，立秋吃瓜可防秋燥、免
腹泻，以及不生秋痱子。敦煌自汉代就有种植瓜果的历
史，班固的《前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敦煌，中部都尉治
部广侯官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其地今犹出
大瓜，长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敦煌南靠祁连山，周围又有草场宜牧，畜牧业便成
为了古代敦煌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鲜奶浓缩
发酵而来的奶酪也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唐代敦煌的僧
人和上层贵族就经常食用。

牧羊人将乳酪送到寺院，制作乳饼，这在敦煌文献
《后唐长兴二年（公元 931）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愿达手
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中有明确的记载，“粟壹斗，与牧
羊人送乳饼用”“面贰斗，与牧羊人送乳饼用”。

敦煌研究院称，唐五代至宋，肉食是敦煌人的饮食

结构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来源主要是饲养的家畜、
家禽肉以及猎取的野生动物，尤其饲养的羊，成为敦煌
人餐桌上的主角，这在莫高窟第 85 窟晚唐时期的壁画
《楞伽经变之肉坊》中就有具体描绘。

除了寻常的羊肉，秋日偶尔来点野味更进补。莫
高窟第 85 窟中晚唐时期的壁画《楞伽经变之出猎》描
绘了唐代猎人们整装出猎，均戴幞头，着缺胯衫，足穿
半腰靴，他们中有立鹰于手臂的，有单手牵犬的，有持
弓挎箭囊的，甚至还有扛斧的。 □ 徐雪

敦煌石窟文献还原古老秋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