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享单车带火的不仅是修车师傅
共享单车在解决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同时，还顺便带火了濒临消失

的自行车维修行业。当然共享单车也带火了包括自行车生产企业、零配件
供应企业等在内的一系列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链的重塑升级。

□本报评论员 韩金惠

13小时，50公里，500辆单车，这是单车
“医生”孟师傅的日常。4月10日，记者走访了
岛城一家共享单车维修厂，常驻此处的10位
维修工人被称为单车“医生”，他们每天都奔
波在街头，为单车用户排忧解难。如今，共享
单车穿梭于岛城的大街小巷，在单车“医生”
眼中，它们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也成为
了折射市民素质的一面“镜子”。
共享单车在解决公众出行最后一公里

的同时，还顺便带火了濒临消失的自行车维
修行业，这实在是一个意外之喜。用修车师

傅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新兴的老职
业”。依托共享经济的新形式，老手艺找到了
新的发展空间，这是新经济新形势带来的发
展红利。
目前共享单车投放量不断增加，用户也

在持续增长，仅仅是在岛城，共享单车每天
的使用次数平均就接近4万次。抛开人为故
意损坏不谈，单车自身损坏就不是一个小数
目。共享单车坏了，自然是需要修理后才能
再次投入市场，这就直接催生了对修车师傅
的刚性需求，而随着共享单车的投放量不断
增大，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在不久的将来势必
会出现短缺。
修车师傅的“春天”是老手艺迎合新时

代的典型产物。这些修车师傅们有手艺，而
共享单车的兴起又需要会修车的人。记者在
走访中发现，很多修车师傅都是上了年纪的
人，修自行车曾是他们维持生计的主业，但
随着机动车、电动车的普及，自己逐渐被边
缘化而被迫转行。如今，这些老手艺人重操
旧业，尽管并非如传言那样的“香饽饽”“高
待遇”“被企业疯抢”，但是每个月有几千块

钱的固定收入，还可以享受五险一金，相比
于以往多了一份保障，已让他们感觉到满
足。
其实除了维修师傅，共享单车也带火了

包括自行车生产企业、零配件供应企业等在
内的一系列传统产业。相关资料显示，受益
于共享单车，国内传统的自行车产业正在迎
来春天，至少带动了160万辆以上自行车的
制造生产。不久前，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
务会议上提到共享单车时说，“不少共享单
车采用复合材料，搭载GPS定位系统，本身就
是基于传统自行车的升级。共享单车本身虽
属生产性服务业，但最终带动了传统实体经
济的转型升级。”共享单车成为“依托互联网
和服务业带动制造业发展”的典型，而同样
是依托互联网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网约车
等新兴产业，也在改变着传统经济，促进传
统产业链的重塑升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
会。对此，相关企业和政府部门应该共同努
力，为这些创新产业的发展创建一个良好的
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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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高风险生意”该反思了

如此“给学生分组”在打素质教育的脸
■观察家

□苑广阔

玻璃桥、玻璃悬廊……近几年，高空全
透明玻璃观景平台风靡，游客大呼过瘾的同
时也难免担惊受怕。4月9日上午，在湖北武
汉市黄陂区王家河街木兰胜天风景区内，一
条高空玻璃滑道上突发意外，致使正在游玩
的游客1死3伤。(4月11日《武汉晚报》)
如今，很多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休闲散

步式的旅游，而是喜欢追求刺激性。而为了
迎合游客的这种需求，越来越多的景区开发
和推出了带有一定风险性和刺激性的旅游
项目，比如玻璃桥、玻璃悬廊，各种高空索
道、高山滑道等，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让游
客尽情享受感官刺激。
然而，刺激性与危险性往往相伴而生。除

了刚刚在黄陂发生的这起意外事故之外，近年
来已有多起类似事故发生。2011年，江苏宜兴
某景区发生滑道安全事故，最终造成4人死亡，
24人受伤；2014年浙江永嘉某景区滑道发生意
外，造成8人受伤；2015年河北平山县某景区发
生滑道破裂事故，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
旅游业这种“高风险生意”，显然应该引

起足够重视与警惕。然而旅游活动中，很多
导游和景区为自身利益考量，总是千方百计
劝说、诱导游客参加这些高风险旅游项目。
每逢旅游旺季，这些旅游项目也往往在超负
荷运转，缺乏必要的日常检查、维护和保养，
更大大提高了发生安全事故的概率。
希望广大游客能够明白，旅游的最终目

的是让我们开阔视野、陶冶情操、享受生活，
单纯为了追求心理、感官刺激实无必要。尤
其是对于一些未成年人和老年游客来说，更
不宜提倡。对于景区来说，也不能单纯为追
求经济效益而盲目开发高风险旅游项目。一
旦发生意外事故，不但要承担赔偿金，还可
能面临停业整顿、行政问责等处罚，完全得
不偿失。

□毛建国

近日，有杭州网友称，其女儿在余杭一
所小学读二年级，最近听女儿说，老师把学
生分三种，精英组、平民组、麻将组。其中，平
民组又分好几个等级，而麻将组中的，就是
学习不好的小朋友。这位网友称，其女儿是
在平民组2号，其想知道，麻将组的小朋友心
里阴影面积有多大呢？还想知道，老师有权
这样做吗？（4月11日《钱江晚报》）
不知道余杭这位小学老师，为什么要设

立一个“麻将组”？《义务教育法》第四章第二
十九条规定，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当平等对
待学生，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促
进学生的充分发展。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
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
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
侵犯学生合法权益。
有网友称，老师这样分组算不算歧视，

还真难下定义。但不管如何，这么做肯定不
符合素质教育。这些年来，有关素质教育的
呼声一直不断，几乎所有地方的教育部门，
都表明了推行素质教育的态度。然而，在高
考指挥棒下，要实行真正的素质教育，往往
又很艰难。从实用主义出发，很多人能够接
受初高中阶段的应试教育，但认为在小学阶
段，还是应该实行素质教育。小孩子具体成
绩怎么样，并不是最关键的，重要的是人格
的成长、习惯的养成。
可余杭的这位老师，竟然在小学二年级

的小朋友中，按成绩来进行分组。姑且不论动
机如何，有没有私心在内，其在一定程度上表
明，应试理念对于当前教育的侵入是何等之
深。对于很多老师来说，在潜意识里信奉应试
教育，已经自觉成为应试教育的“粉丝”。
不必讳言，“给学生分组”在打素质教育

的脸。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对于当前的教育
方式，还是应该多加反思，时时自省。

巷 议
给医药代表
明确负面清单更重要

悟空大战城管
恶搞不可过头

4月9日，连云港的多个微信公众
号传播一条视频：一名身穿城管制服
的男子与“孙悟空”,在花果山大门口
展开“大战”。视频一经发布立即引起
网友关注。连云港市城管部门称，视频
系有人策划拍摄，已经对城管和花果
山景区产生负面影响，警方已介入调
查。（4月11日《现代快报》）
在孙悟空栖身之地花果山，拍摄

一组“大战城管”的短视频放到网上传
播，公众号的目的，还是在于哗众取宠
下的“吸粉效应”。不过，由此造成的后
果是既妖魔化了城管形象，也对花果
山景区带来了负面影响。有人据此想
到，花果山所辖地的城管形象极差。
这样的视频看似只是玩笑，却可

能带来实质性伤害。笔者认为，公众不
宜广泛传播，毕竟恶搞也需有度，一旦
过火就可能害人害己。 堂吉伟德

近日，国办印发的意见提出，“医
药代表只能从事学术推广、技术咨询
等活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药
品流通两票制加上医药代表备案制，
以及越来越多的降药价措施，种种政
策的综合效应，会促使医药代表怎么
转型？（4月11日《人民日报》）
有专家认为，应当在职责设定上

允许医药代表行使信息交换职责，禁
止接触资金和仓储配送；鼓励真正的
学术会议，禁止假学术真送礼。
在笔者看来，当前的情势下，明确医

药代表能做什么并非最要紧的，因为学
术推广等工作，并非离开了医药代表就
无法进行。医药代表的职责设定，应优先
明确“不做什么”，换言之，就是要以清晰
的负面清单，先让他们有所不为，等时机
成熟，再列出正面清单。 罗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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