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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面临最复杂最严峻疫情防控形势

今年8.67亿人次骑行 详解北京共享单车治理法则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已经完成了揭幕战的较量，厄

瓜多尔用两粒精彩的进球， 打破了历届东道主首战不败
的金身。

每天都有新话题，每天都有新段子，上亿球迷的快乐
又回来了。#有钱人也不一定快乐#登上热搜，网友们忍不
住调侃卡塔尔，原来土豪也会有那么不开心的时候。

另一个与世界杯相关的热搜，是梅西和C罗的“世纪同
框”，出自一则奢侈品广告。照片中，两人相对而坐，若有所
思，很快引发了一轮大讨论。

尽管“同框”为后期合成，但人们对两位巨星最后一届
世界杯充满期待。C罗说“将”死梅西是很美妙的事儿，两人
相爱相杀又是多少人的回忆杀。

记忆中的世界杯，总是在夏天。有喝不完的啤酒，有
群星闪耀，有失意落幕。越是叱咤风云的巨星，越是初来
乍到过，离开过，荣耀过，失落过，他们成就了自己，也成
全了球迷。

他们在赛场上狭路相逢，带着各种历史渊源的欧洲劲
旅终有一战，足球的记忆变得深邃而有味道。

足球的直径只有20厘米， 但足球勾连的世界是圆的。
绿茵场上有不同足球理念的竞争，观众席上是各种足球文
化的交融。

有多久，没有感受到这种味道了？球场内外的喧腾时
刻，东道主的地域特色，无论是寒冷的俄罗斯，还是冬天的
卡塔尔，地方在变，人也在变，但有些东西一直没变。

还记得诸神之战搭配烧烤、啤酒，嘴里的小龙虾和心
里的泪与笑，都与当下颇有距离。但并不妨碍我们借由世
界杯的契机，吐槽、怀旧，并继续饱含期待。

面对比梅西大两岁的C罗， 球迷希望这个身体年龄只
有二十几岁的巨星，可以将他的运动生涯无限延长，帅到
天荒地老。

梅西也别想轻易就跑。 直到今天，35岁的梅西依然背
着“债”，他还欠阿根廷一座属于自己的世界杯。

前辈马拉多纳被广泛认为是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不仅因为他在欧洲有成功的俱乐部生涯， 更重要的是，他
在1986年给阿根廷人带来了世界杯的冠军。

这位充满争议的球员，在场外被毒品、女人、枪支等负
面新闻围绕。但真爱他的人执迷于此，总是认为自己爱上
了充满瑕疵的天才。

这是足球充满魅力的地方。它总是承载希望，哪怕让
你一再失望。2022年末，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感受
到确定的热爱，定是足球赋予的。

卡塔尔世界杯，是这项92年历史的足球最高赛事第一
次来到西亚，也是第二次来到亚洲，从这个角度说，或许离
我们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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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罗同框，不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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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法”：细化治理政策

日渐增长的骑行量给行业带来前景的同时，也给
细化治理政策出了道新考题。为此，在《北京市非机动
车管理条例》的基础上，北京市编制了《互联网租赁自
行车系统技术与服务规范》地方标准，明确车辆及车
载智能终端、承租人客户端、企业运营平台、信息系统
安全等技术要求，引导企业标准化、规范化经营，并印
发《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信用评价标准》，从
经营状况、守信激励、经营管理、其他行政部门执行及
处罚情况等方面对企业信用进行考核评价，进一步规
范市场秩序。

同时，北京结合季节特征和出行需求，实施淡旺
季总量动态调整，中心城区车辆投放规模控制在旺季
不超过80万辆，城市副中心、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因
地制宜优选运营企业，科学测定车辆运营规模，确保
车辆投放规模合理。

此外，北京还建立了“月打分、季评级、定期公示”
的行业服务质量考核机制，从车辆质量、数据接入、秩
序管理、用户信用等多维度衡量企业服务质量，帮助
企业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实现以考促改、以考促干、
以考创优。

“减法”：全链条综合监管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近年来，针对共享单车新
业态的发展特点， 北京市探索包容审慎的监管模式，
实施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综合一体化监管
措施。

具体而言，事前建立信用档案，组织企业签署承
诺书，自主承诺诚信经营、优质服务；事中分级分类，
科学精准监管。实施“信用+风险”新型监管，明确信
用评价指标和风险评价指标，与网信、公安等部门建
立了常态化工作机制， 共同开展跨部门协同共治，对
运营企业按月实施风险评估、 按年实施信用评价，结
合风险级别和信用状况，形成四级综合监管市场主体

名录库。
在事后，则依据事中监管结果，实施差异化监管

措施，对风险低、信用好的企业，精简检查内容，降低
检查频次；对风险高、信用差的企业，提高抽查比例和
频次，让守信者畅行无阻，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此外，发展之初，共享单车行业存在着明显的准
入和退出问题。当时，企业为占领市场大量投放车辆，
在京运营企业一度达到16家、投放超235万辆车。

“在北京，共享单车的治理宜疏不宜堵。”中国《文
旅创新创业智库丛书》 总编张德欣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共享单车投放量过多一方面会超出城市的承载
力，另一方面会使共享单车利用率过低，企业利润率
也会走低。”

如今，通过全链条监管等方面的综合施策，在北
京运营的共享单车企业数量由高峰时期的16家减少
为3家，截至2022年9月底，北京市范围内报备的运营
车辆也减少至101.02万辆。

“乘法”：“黑科技”赋能

“当前，物联网等技术已然很发达，要对共享单车
进行科学治理，有必要使用科技手段对共享单车的各
种情况进行动态跟踪和分析。”张德欣表示。

目前，科技已是北京解决停放秩序管控难题的能
效“倍增器”。北京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已
全面接入共享单车运营企业车辆的动静态数据，车辆
从信息接入平台起，每一次装卸、调运、骑行记录均
“有迹可循”。

同时，北京交通部门基于平台开发车辆调度小程
序， 辅助各级管理部门和运营企业维护停放秩序、清
理淤积车辆。属地管理部门可利用调度小程序及时调
度企业处理，而企业在接收车辆调度任务后，5分钟内
响应、15分钟内到达现场、30分钟内处置完毕， 建立
形成了政企联动的“5-30”快速响应机制。

卫星定位、蓝牙感知技术也被应用于共享单车治
理当中。据介绍，围绕轨道站点、大型商圈等共享单车
停放需求旺盛地区，运用这两项技术，可以对一定区

域内的车辆投放规模和使用情况进行监测，中心城区
轨道站点监测覆盖率达48.03%（核心区96.3%）。

此外，为引导骑行人规范停放共享单车，各区持
续推进“电子围栏”建设，企业通过技术匹配，针对骑
行人归还车辆的环节实行“入栏管理”，即车辆如果没
有停放至指定的停放区，则会弹锁并持续计费，并在
App上引导骑行人至指定的停放区。目前，中心城区
31个重点区域的1181个停放区已实现入栏管理，相
关秩序类投诉有明显下降。

“除法”：行业合规自律

以往，单一企业不愿意对不文明使用车辆的用户
采取惩戒措施，唯恐导致客源流失，因此各企业针对
违规停放行为的约束措施少、惩戒力度弱。眼下，北京
正运用“除法”破除此类行业弊病。

一方面，指导行业协会和美团、青桔、哈啰三家
企业共同签署实施《北京区域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
业规范用户停放行为联合限制性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 对严重违规用户采取统一联合的限制骑
行措施。自2022年2月实施以来，三家运营企业活跃
用户已全部同意并签署《公约》，被纳入限制骑行名
单的用户， 企业在违停行为发生当月即通过短信、
App订单推送等多种形式提醒骑行人文明骑行、有
序停放。

另一方面，为不断提升涉企诉求解决质效，及时
消除负面评价，市级管理部门与12345市民热线对接
并建立市民投诉月度数据共享机制，密切关注停放类
投诉的点位分布，持续推动“未诉先办”。逐月对各区
共享单车投诉量、各类投诉占比进行分析，将投诉排
名比较靠前的街道、社区、轨道站点及时通报各区，将
共享单车停放类投诉量/投诉率作为中心城区慢行系
统评价的重要指标，逐月进行排名并通过区委书记点
评会进行通报，督促各区。

目前，北京的共享单车市场环境明显改善。共享
单车运营范围由五环内逐渐扩大至全市所有行政区，
形成“1+N”格局，运营企业由“无序竞争、超量投放”
转变为“公平竞争、精准投放”，投放合规率达98%、动
态位置接入率达95%， 周转率由日均0.9次提升至3.3
次，淡季车辆使用效率较2020年提升了80%，市场环
境得到改善。

此外，在《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执法检查
中， 市民针对共享单车满意度达八成以上，“接诉即
办”“每月一题”市民满意度调查中，关于停放秩序改
善的认可度高达92%，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冉黎黎

进返京人员落地三天三检

当前国内疫情点多、面广、频发，北京市
连续出现输入病例， 为进一步做好首都疫情
防控，最大限度做到早发现、早处置，首都严
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 北京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决定，从
2022年11月22日起，对所有进返京人员实行
落地“三天三检”，抵京后前三天每天需完成1

次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未出前居家不外出。
抵京24小时内未完成第一次检测、抵京

满3天未完成第三次检测的，“北京健康宝”将
弹窗提示，需尽快进行核酸检测，完成检测后
即可解除。

会上还介绍，将根据进返京客流情况，适
当增设24小时核酸采样点，优化核酸采样点
位选址，方便大家进行检测，也请大家配合落
实首都疫情防控措施，切实做好落地“三天三
检”，7天内不聚餐、不聚会、不前往人员密集

场所。未落实防疫措施引发疫情传播的，将承
担法律责任。

实行弹性上班、线上教学

在发布会上，刘晓峰指出，要进一步认
清形势，统一思想，坚定不移落实“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
压紧压实“四方责任”，从严从紧、因时因势、
有度有效优化防控措施，狠抓各项防控工作
落实。

要进一步强化疫情严重区域属地责任，
降低社会流动，倡导疫情严重区域实行弹性
上班、降低到岗率、线上教学、公共场所预约
限流等措施，切实落实区域核酸筛查，有序
安排，避免扎堆。

要进一步加强风险人员和风险点位排
查管控， 做好高风险区规范管理和服务保
障，注重人员密集场所防疫管理，及时有效
高质量落实重点环节各项防控措施。

这些公园博物馆暂停开放

此外，北京动物园（室内场馆）、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颐和园博物馆、圆明园
博物馆等室内场馆、 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
革命活动纪念馆等发布通告， 从11月22日
（星期二）起暂停开放。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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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关
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核酸检测实
施办法》等4个文件的通知”。其中，《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核酸检测实施办法》明确：
在常态化监测中，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
严格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第九版）》确定的范围对风险岗位、重点
人员开展核酸检测， 不得扩大核酸检测
范围， 一般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
检测。

● 省会城市和千万级人口以上城市

疫情发生后，经流调研判，传播链不
清、风险场所和风险人员多、风险人员流
动性大、疫情存在扩散风险时，疫情所在
区每日开展1次全员核酸检测，连续3次核
酸检测无社会面感染者后， 间隔3天再开
展1次全员核酸检测， 无社会面感染者可
停止全员核酸检测。

感染者活动频繁、停留时间长的其他
区，可基于流调研判，划定一定区域开展
全员核酸检测。 原则上每日开展1次全员
核酸检测， 连续3次核酸检测无社会面感
染者，可停止全员核酸检测。

发生跨区的广泛社区传播疫情时，提
级指挥，由省级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决定是
否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 其他城市

疫情发生后，经流调研判，传播链不
清、风险场所和风险人员多、风险人员流
动性大、疫情存在扩散风险时，疫情所在
市的城区每日开展1次全员核酸检测，连
续3次核酸检测无社会面感染者后，间隔3
天再开展1次全员核酸检测， 无社会面感
染者可停止全员核酸检测。

城区之外的区域，基于流调研判，划定
一定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原则上每日
开展1次全员核酸检测， 连续3次核酸检测
无社会面感染者，可停止全员核酸检测。

● 农村地区

疫情发生后，经流调研判，传播链不
清、风险场所和风险人员多、风险人员流
动性大、疫情存在扩散风险时，疫情涉及
的自然村、涉及乡镇政府所在地及所在县
城，每日开展1次全员核酸检测，连续3次
核酸检测无社会面感染者后， 间隔3天再
开展1次全员核酸检测， 无社会面感染者
可停止全员核酸检测。

疫情波及多个乡镇时，基于流调研判，
扩大范围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原则上每日
开展1次全员核酸检测， 连续3次核酸检测
无社会面感染者，可停止全员核酸检测。

·相关新闻·

符合哪些条件可停止全员核酸检测

在北京，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骑共享单车通勤出行、休闲娱乐。11月21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北京
市交通委获悉，今年以来，北京市共享单车骑行量已达8.67亿人次，日均骑行量294.4万人次，同
比2021年增长了10.91%。同时，北京的共享单车投放合规率达98%、动态位置接入率达95%，淡
季车辆使用效率较2020年提升了80%，市民针对共享单车满意度已达到八成以上，行业发展已现
新活力。但共享单车这一新业态曾经因“野蛮生长”而乱象频出。为此，北京交通部门持续优化共
享单车行业营商环境，用“加减乘除”法综合施策，一手探索长效化管理机制，一手促进行业规范
健康发展，逐步找到了城市治理、行业发展、消费者满意的共赢平衡点。

“当前北京市疫情持续处于高位， 呈快速上
升态势，地区差异明显，北京市面临新冠疫情发
生以来最复杂最严峻的防控形势，处于最关键最
吃紧的时刻。”在11月21日，北京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420场新闻发布会上，市
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这样表示。 同时发布会
上还公布了北京一系列的防疫新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