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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网约车，有“家规”更要有“行规”！
文/王传涛

24日，交通运输部公

布了新修订的《出租汽车

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进一

步优化完善了巡游车企业

和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

核指标，并将网约车平台

公司和驾驶员纳入考核体

系，全面提升出租汽车行

业服务水平。

近期，网约车的问题

因为济南空姐在郑州遇难

一案引发广泛关注。随即，

滴滴平台关闭顺风车平台

一周并进行了整改。重新

上线后，滴滴方面出台了

包括“22点到次日6点关闭

平台”“身份验证”“接单需

刷脸”“网约车司机考试”

等多项整改措施。但是，即

使如此，在过去的一周，仍

然发生了女乘客遭遇骚扰

等事件。如何规范网约车

司机的不良行为并促进行

业的健康发展，仍然是一

道社会化的难题。

网约车改变了人们的

出行方式。但是，即便如

此，网约车仍然要接受监

督和管理，否则，再先进的

出行模式，也总会出现安

全问题。

网约车，说到底仍然

是属于出租车行业。出租

车需要接受政府部门的考

核、监督与评价，网约车同

样也需要接受政府部门的

考核、监督与评价———两

者都需要在同一制度和规

定下运行，对企业、车辆和

司机，都要实现全方位的

监督、考评与管理，一样都

不能少。

因此，规范网约车出

行安全并提升网约车的服

务水平，不仅仅要有“滴滴

出行”这个平台的“家规”，

还要有交通运输部门制定

的“行规”。

从一些细节来看，《办

法》中的条款可谓细致入

微，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

几处值得称赞。一是明确

了网约车平台的规范，即

完成了运营公司的规范。

《办法》明确了网约车平台

公司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指

标，包括线下服务能力、驾

驶员权益保障、信息报备、

安全责任落实、交通责任

事故死亡率、交通违法行

为等多项内容。二是明确

了对驾驶员的规范，规定

了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的

考核基准和考核周期，低

于一定的分值，需要接受

培训，出现一定的违法行

动，直接进入黑名单，即

“不良记录驾驶员名单”。

三是《办法》明确了相关的

奖励机制，通过奖励这个

抓手可以促进行业的健康

发展。

任何一个新兴业态的

出现，总会给管理者提出

许多新的问题。有些时候，

各大互联网平台公司，需

要及时出台自己的“家

规”，但是，在任何时候，指

望企业自己用自己制定的

“家规”去解决问题都是不

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因

此，政府部门必须在第一

时间针对新出现的模式和

业态出台新的“行规”。只

有这样，“互联网+”“共享

经济”等新兴业态，才不至

于走上错路和歪路，相关

平台的消费者与使用者的

权益才会得到最好的保

障。

评论投稿信箱：bfxbbt

xw@163.com，请注明“本

土声音投稿”。

1994年施行至今的

《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

害管理条例》，将迎来重

要调整。5月15日，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

公布了征求意见稿全文，

全民用盐补碘的情形，将

会被多样的食物摄碘替

代。

对于实施了20余年

的全民补碘，支持者和反

对者的拉锯战持续至今，

争议的焦点集中于一刀

切补碘是否会导致部分

人群碘过量。这也让此次

调整备受关注。

缺什么就补什么，既

然食品中的碘含量不足，

给食盐加入一定含量的

碘，该问题就可以迎刃而

解了。这也是早些年全民

补碘的主要考量。事实也

是如此，推广含碘盐后，困

扰人们的大脖子病、呆小

症等因缺碘引发的疾病，

几乎是断崖式地减少。

但物极必反，碘也不

是多多益善，摄入多了，

人的健康同样会出状况，

比如导致甲状腺功能紊

乱。事实上，这20多年来，

我国居民的饮食结构发

生了重大调整，含碘丰富

的鸡蛋、猪肉等过去餐桌

上的“奢侈品”，现在已是

家常菜。也就是说，人们

通过正常饮食就可以获

得足够的碘，在此情况

下，若还要强制使用含碘

盐，就有点多余了。

本次征求意见稿明

确“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和差异化干预、科学与精

准补碘”的原则，强调针

对不同地区、人群，科学

指导其选择食用加碘食

盐或不加碘食盐，或选择

不同浓度的加碘食盐，这

显然更合理。

在现在形势下，全民

都用补碘盐固然有问题，

但这不意味着，就该把补

碘诉求全部寄托在日常

食物中，不用含碘盐了。

保证个性而有效的补碘

策略，也该成为取消强制

补碘盐之后亟待解决的

问题。

鉴于此，有些配套措

施也该提上日程：首先是

要加强科普，把常见食物

中的富碘食物和贫碘食

物明确告诉大家，让人们

大致知道，经常食用哪些

食物，就可以不必担心缺

碘的问题。

补碘从单一的选择，

到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自由选择，不论

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时代

进步的表现。这样的“因

时制宜”，不止应体现在

补碘政策的变化上，也该

反映在更多制度法规与

时俱进的修订中。

评论投稿信箱：bfxbb

txw@163.com，请注明“本

土声音投稿”。

给无人机“黑飞”划出红线
文/陆敬平

在广东，操控无人机飞进人员密集区域拟最高罚款3

万元。日前，广东省法制办对《广东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治安管理办法（送审稿）》（以下简称《办法》）公开征求意

见。

近年来，无人机犹如一匹黑马横空出世，从生产销售

到飞行可谓一派红火。这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缺乏规范

性法规，导致无人机乱舞，不但干扰了军用、民用航空飞行

秩序正常运转，而且还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

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广东省出台《办法》拟对此进行规范，据了解这是全国

首个将无人机使用纳入治安管理范畴的地方性规章，并明

确了地方公安机关是无人机治安管理的主要负责部门。规

范并非禁飞。《办法》只是对5类区域进行禁飞，违规者最高

将受到3万元的罚款，对操控者也进行了明确要求。针对当

下无人机市场杂乱无章的状况，采取全面禁飞或者是任其

自由发展都不是明智之举，只有因势利导地进行规范引导

才能促进这一产业健康发展。

再好的亡羊补牢措施也不如未雨绸缪，防范在先。不

出事故，确保安全对谁都有好处。

◎◎头条锐评

◎◎网友发言

◎◎微评

谨防“偏方”坑娃
据报道，最近网上流传着很多给孩子治病的偏方，有

给孩子喝活蝌蚪强身健体的，有给孩子泡家乡土防治水土
不服的……有些父母因为缺乏科学育儿观念而盲目相信
偏方，有的父母则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但有些偏方最后
不仅不治病，反而会害了孩子。

王琦评论说：自古就有“偏方治大病”的说法，一些人

遇到疾病不看医生，而是搜罗各种偏方使用。但很多时候，

迷信偏方往往适得其反。

现实中，“偏方”坑娃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坊间有

“胆主目”的说法，有的家长就认为凡是动物胆脏都可以明

目退火，于是不乏有人生吃鱼胆，但实际上鱼胆是有毒的。

再比如，过去流传下来的“淘米水治鹅口疮”“母乳治湿疹”

“银器煮水退烧”等，其实都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在这想对家长说，别太迷信偏方了，多了解一些科学

常识更重要。

补碘还需科学做支撑
文/郑山海

打针“续命”

前几天，4名中国富

豪在中介公司的组织下

赴乌克兰接受“胚胎干细

胞治疗”曝光，注射一针

干细胞的价格近60万元

人民币。中国科学院院士

周琪表示，“打针的富豪

们所说的手脚发热、食欲

提升等，感觉好像‘提高

了免疫力’，这与当年的

鸡血疗法、喝尿疗法本质

上没区别，都是伪科学。”

据报道，有富豪说想

要活到100岁，所以愿意花

400万元年轻30岁，不在乎

没效果。以60万元打一针

计算，富豪们可能要打5针

干细胞注射剂。多次注射

干细胞的结果是，可能造

成人体特定部位或身体的

多个部位产生肿瘤，并恶

化为癌症导致死亡。如此

看来，注射干细胞不仅难

以长寿，反而可能折寿。

求长生的炼丹士被炸、

被烧的不少，却意外发明了

火药。打这针也可能“意

外”……（据《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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