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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更多骑手从不合理算法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化身交通遵法守法的“标杆”热点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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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据上观新闻报道，目前，上海
正在修订《同城配送专委会成员
单位交通安全自律公约》，今后将
根据交通违法情况对骑手进行

“绿标、黄标、红标”划分，并对站
点评星。“高星级”站点及“绿标”
骑手将获得派单资源的倾斜。最
终以交警部门发布的方案为准。

草案大致为使用合规专用号
牌车辆、无未处理的交通违法行
为及有责交通事故的骑手，将被
评为“绿标”；存在 4 起以上未处
理违法行为，或一个月内发生 2
起及以上有责交通事故的为“红
标”。相应地，根据站点当日上路
骑手的得分（绿标 10 分、黄标 7
分、红标 3 分），对站点进行星级
评定。根据平台当日上路骑手的
人均得分，将企业划分为“低风
险”和“高风险”。

相关单位将对分色预警表现
不佳的企业进行约谈、通报和限
期整改，对表现较好的企业进行
表彰宣传。更重要的是，对“高星
级”站点及“绿标”骑手，会尽量将
派单资源向其倾斜。

骑手交通违法行为频发，主
要源于行业多劳多得的“计件
制”。为了多跑几单而抢车道、闯
红灯、乱穿马路，不仅置个人安全
于不顾，也严重威胁到公共交通
安全。鉴于此，行业企业与交警
部门协同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相信未来将有效提升交通安全，
促进行业自律，并为其他城市减
少骑手交通违法频次提供借鉴。

需要注意的是，“定级评星”
虽颇具新意，但如何提升实施效
果仍需讨论。首先，实施公平透
明管理。骑手的交通行为受多种
因素影响，如路线路况、派单压力
等，如果管理机制存在漏洞，可能
导致部分骑手受到不公正对待。
其次，敦促自觉履行公约。如果
监管执行不到位，再好的方案也
可能流于形式。因此，需要建立
科学的监控体系和严格的惩罚机

制，精准施策，保证效果不打折
扣。最后，重视骑手权益保障。
避免因派单资源倾斜而引发新的
矛盾，甚至加剧行业内卷。此外，
给骑手缴纳社保、引入实时监控
追踪功能、建立“骑手集体协商机
制”等，同样值得探索。

希望“绿黄红”分级，能成为
行业自律的一盏信号灯，守护公
共交通安全。也能将更多骑手从
不合理算法中解放出来，使他们
化身交通遵法守法的“标杆”，为
行业赢得口碑，成为一张新的城
市名片。 评论员 韩静

骑手按“绿黄红”分级
能促进外卖行业自律吗

工人日报：
医美也有托儿？
斩断利益链刻不容缓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上海消费者
辛某原本只想在一家美容院做皮肤清洁
护理，却遭遇一家医美机构设下的“引
流—转化—收割”连环套。涉事医美机
构预先安排“美托”，按照“剧本”“话术”，
精准“围猎”目标顾客。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的数据显示，
2024年中国医美市场规模达2700亿元，
较上一年同比增长约10%。行业的高速
增长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一些医美
机构采取不正当营销手段，比如用“美
托”诱导客户。据报道，医美属于暴利行
业，“美托”的提成比例普遍在50%，利用

“剧本”和“话术”围猎消费者的行为，成
为医美机构和“美托”之间的利益合谋。
治理“美托”类乱象，一方面，有关部门应
积极通过接受群众投诉、奖励“吹哨人”
等途径，及时查处“美托”行为，构成犯罪
的追究刑责；另一方面，消费者要增强自
身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让有关机构实
施侵害前掂量掂量后果。

南方都市报：
网络“坑老”不断升级
防骗措施也要“适老”

老年人触网又有新坑。南都健闻最
近报道，多名网友反映家中老人被拉入
名为“起武中国人”的微信群，在“健康养
生”的幌子下，被诱导购买资质存疑的各
类产品，家人帮助维权困难重重。

据报道，“起武中国人”通过小额红
包、积分等方式引导老人持续观看直播，
在“专家”“老师”等身份的加持下，将资
质存疑的高价商品卖给老人。截至2024
年6月，我国60岁以上网民网络支付使
用率已达75.4%，与此同时，面向老人的
陷阱也越来越多，类似骗局在进行“适老
化改造”，防范手段也必须做出相应更
新。治理“坑老”乱象，不仅关乎消费者
权益保护，更关系到老年人的互联网信
任感和尊严。只有让技术发展与人文关
怀共同进步，才能避免更多老年人的权
益成为“银发”大潮中的牺牲品。

北京青年报：
“代跑步”不仅是
跑偏了健身方向

“每逢佳节胖三斤”的人要开始健身
减脂了。不过，如果你不想自己跑步，有
人可以帮你跑。据封面新闻报道，不少
平台上出现“代跑步”的卖家：按公里数
计费，躺在家里就能刷新跑步纪录。

“代跑步”看似带来多赢局面，实则
背后隐藏着诸多风险，不仅与健身初衷
背道而驰，更可能触犯法律底线。通过
他人代跑刷出来的数据实际上也是一种
造假行为，用数据来骗人骗己。涉及造
假作弊的“代跑步”现象需要及时纠偏。
从小处说，这种作弊行为不利于一个人
养成良好的习惯和品质。更值得注意的
是，“代跑步”服务还有一些潜在的法律
风险。一方面，找人代跑可能面临个人
信息泄露风险，严重的还会影响到个人
征信；另一方面，如果代跑过程中发生意
外，委托方也可能会因为委托关系而承
担相应的责任。无论是谁，都要意识到
找人代跑潜藏的多重风险，否则就有可
能因“跑”失大。

整顿体育“饭圈化”
让竞技精神绽放光彩

瞭望塔
□评论员 李福

2 月 26 日，国家体育总局乒乓
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在国家体育
总局官网发布声明：日前，在第34届
国际乒联—亚乒联盟亚洲杯比赛现
场，出现侮辱、诋毁中国国家队运动
员的言行，此类言行严重扰乱赛场
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对此，
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将会同相关
部门严厉打击现场辱骂运动员的极
端粉丝、借机煽动网民情绪的自媒
体博主，以及对运动员、教练员及管
理人员进行辱骂、诋毁、诽谤等恶意
行为。

不仅是乒乓球，从羽毛球、篮
球、田径再到冰雪运动，体育“饭圈
化”由来已久。此前，多名运动员就
曾公开呼吁抵制这一行为。如乒乓

球运动员樊振东就曾在社交账号发
博呼吁：“感谢大家的支持，但可以
有更好的方式及场合……再次恳请
球迷们理解尊重。”可以看出，从关
注竞技转向过度聚焦运动员私生
活、颜值、个人情感以及商业价值，
并伴随着应援组织化、暴力化、数据
崇拜等非理性行为，严重干扰着体
育生态。

体 育“ 饭 圈 化 ”危 害 不 容 小
觑。在本次乒乓球亚洲杯期间，一
些粉丝以“护犊”的心态否定竞技
规则，以极端的方式例如举条幅、
现场辱骂等“绑架”运动员、教练员
或工作人员。一方面，运动员需要
承受来自粉丝的非理性期待和网
络暴力，严重影响其竞赛状态和发
挥，破坏了体育竞技的公平性；另
一方面，用追星的逻辑替代体育精
神，纯粹的竞技异化为情绪输出，
扭曲了体育精神、消解了体育价
值、弱化了体育功能，对社会风气
产生不良影响。

2024 年 5 月，全国体育宣传文

化工作会议明确，将全过程坚决抵
制畸形“饭圈文化”对体育领域的侵
蚀；同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召开整
治体育领域“饭圈”乱象专题工作
会；今年1月，国家体育总局召开“饭
圈”乱象治理工作专题会议。体育

“饭圈化”对于体育事业、竞技精神
以及运动员的严重危害，抵制这一
行为势在必行。

整顿体育“饭圈化”，要进行全
链条管理。对于相关部门来说，对
恶意煽动舆论的行为，应依法加强监
管，从源头遏制不良信息传播。同
时也需要加强体育文化建设，让广
大观众和粉丝树立正确的观赛观念
和体育价值观。对于粉丝来说，也
应该明白，守护体育的纯粹性，需要
从拒绝网络暴力、回归竞技本质开
始，就像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所传达的精神
一样，团结友爱，在公平中竞争，做到
以“爱”为名，理性追星，谨慎发言。
毕竟，真正的体育迷从不为“人设”
欢呼，而是为每一次拼搏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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