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最高峰时的40余万辆，到如今
的11万余辆，南昌市的共享电动自行
车行业与其他互联网新兴行业一样，
经历着从野蛮生长到精细管理的过
程。而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南昌市众
多共享电动自行车的从业者陷入了
迷茫。

2021年 8月，南昌市为了治理共
享电动自行车乱象，采取招投标的方
式允许 5家企业在市内投放车辆，到
今年11月30日，5家企业签订的投放
车辆服务合同全部到期。下一步是
市场全部放开，允许符合规定的共享
电动自行车自由投放，企业公平竞
争？还是重新洗牌，再进行一次招投
标？眼下，合同到期，已经“进城”的5
家企业或许正在思考如何守住市场
份额，“城外”的企业想冲进市场抢占
份额，而南昌市的相关政策迟迟不出
台，给管理部门带来了压力，也给市
场带来了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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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天 到 了 ，羽 绒 服 、羽 绒 被 等 御 寒 品 走 俏 市

场，但一部分假羽绒制品在线上、线下市场肆意泛

滥。近日，有媒体曝光了多地羽绒制品造假乱象，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笔 者 梳 理 发 现 ，一 些 不 良 商 家 的 羽 绒 制 品 造

假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有的以次充好，用飞丝、粉

碎 毛 等 代 替 羽 绒 ；有 的 短 斤 少 两 ，标 注 绒 子 含 量

90%，实际连 50%都不到；有的恶意造假，干脆用蓬

松 棉 、聚 酯 纤 维 等 物 质 填 充 ；更 有 甚 者 ，伪 造 各 类

标 识 和 质 检 报 告 …… 寒 冷 冬 日 ，如 此 伪 劣 商 品 让

广大消费者身寒心也寒。

商家诚信的关键在于公开透明、质价匹配，从

羽 绒 制 品 来 看 ，贵 要 有 贵 的 道 理 ，不 仅 要 真 材 实

料，更要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不能伪造质检

报 告 、玩 字 眼 游 戏 。 偷 工 减 料 、制 假 售 假 ，让 消 费

者 丢 了 金 钱 、坏 了 心 情 ，甚 至 还 会 威 胁 人 体 健 康 。

这 种 失 信 行 为 不 仅 扰 乱 行 业 发 展 ，更 是 对 整 个 市

场信任度的破坏。

无 论 从 保 障 消 费 者 权 益 出 发 ，还 是 从 捍 卫 市

场良性发展的角度，监管部门都应该更主动作为，

有 必 要 开 展 行 业 性 排 查 。 诸 如“ 羽 绒 服 里 没 有 羽

绒 ”的 现 象 ，恐 怕 不 是 最 近 才 有 ，也 不 仅 一 地 独

有 。 各 地 监 管 部 门 应 主 动 跟 踪 调 查 有 关 企 业 ，真

正 把 有 效 执 法 落 实 到 日 常 工 作 中 ，只 有 通 过 常 态

化 执 法 来 提 高 违 法 风 险 成 本 ，通 过 对 典 型 案 例 的

查 处 ，在 整 个 行 业 形 成 威 慑 效 应 ，商 家 才 不 会 为 了 短 期 利 润

铤而走险。

此外，消费者在购买羽绒制品时，也要擦亮眼睛，不要被

所 谓 的 低 价 诱 惑 ，要 选 择 正 规 渠 道 和 品 牌 ，选 择 有 信 誉 的 商

家及产品。这几天，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和许多媒体也发布了

不 少 辨 别“ 真 假 羽 绒 服 ”的 小 技 巧 ，为 消 费 者 选 购 提 供 参 考 。

一旦发现问题，消费者应积极投诉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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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修水利忙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

进入 12 月，气温逐渐降低，在宜春市袁州区洪塘镇，各

村山塘堤坝、阡陌沟渠的水利兴修施工现场却呈现出热火朝

天的景象。广大干部群众抢时间、抓进度，全力推进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为来年春季农业生产、防汛抗旱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趁着冬季水位较低、河流水量相对稳定的有利时

机，加大人力和设备投入，确保各项工程按计划推进。”施工

现场负责人张洪告诉记者，本次水利工程涵盖了灌溉渠道清

淤疏浚、堤坝加固以及新建蓄水设施等多个重要项目。

12 月 1 日，记者在清淤现场看到，工人们手持铁锹、锄头

清理着渠道内的淤泥和杂物。在新建蓄水设施施工现场，混

凝土搅拌机不停运转，运输车辆川流不息，工人们紧张地进

行着水池的浇筑。“大家一定要严格按照施工规范操作，先将

混凝土均匀地倒入模板中，再用振捣棒仔细振捣，确保混凝

土的密实度和强度。”张洪一边指挥，一边提醒工人。

“蓄水设施建成后，将有效收集雨水和山泉水，为周边地

区提供充足的灌溉水源，缓解旱季用水紧张的局面。”洪塘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镇还投入专项资金 120 余万元，有序开

展山塘整治工作。截至 11月底，全镇已改造病险山塘 5座。

记者记者在现场在现场

本报资溪讯 （全媒体记者洪怀峰）12
月 3 日，记者从“资溪面包”发源地——资

溪县马头镇杨坊村获悉：全村 163 户，目

前资产过亿元的有 4 户，资产过千万元的

有 12 户，资产过百万元的有 75 户。这是

杨坊村首次晒出共富成绩单。

杨坊村地处马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原始林区。“美得动人，穷得揪心”曾

是杨坊村的写照。那么，杨坊村缘何富起

来了？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

放春潮涌动。1987 年 10 月，退伍回村的

党员张协旺，凭借在部队学到的面包制作

技能，在鹰潭市开出了杨坊村人的第一家

面包店。张协旺凭着“白天当老板，晚上

睡地板”的吃苦精神，第一年获得 3 万元

利润。

“ 张 协 旺 成 了 村 里 第 一 个‘ 万 元

户 ’，是 先 富 起 来 的 代 名 词 。”杨 坊 村 村

委会副主任杨正坤回忆。

“小面包能赚大钱”的消息在杨坊村

不胫而走，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大山里

村民们的致富梦。不过，很多村民对做面

包这一新生事物犹豫不决，持观望态度。

此时，杨坊村又一名党员站了出来，时任

杨坊村民兵连长的钟启文，毅然辞掉了村

民眼中的“官”，跟着张协旺学做面包。掌

握制作面包技能后，钟启文在广昌县的县

城开面包店也赚钱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村民们不再犹

豫，纷纷找到张协旺、钟启文，加入制作面

包队伍。“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不能停

在口头上。”张协旺、钟启文暗自决定，用

实际行动响应党和政府先富帮后富的号

召。他们定下规矩：无偿传授村民制作面

包技能，并给另立门户的村民提供开面包

店的部分启动资金。杨坊村通过“邻帮

邻、户帮户、党员帮群众”富起来了。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近 年 来 ，资 溪 县 投

入 资 金 、技 术 等 要 素 ，全 方 位 打 造“ 资

溪 面 包 ”品 牌 ，并 将 面 包 产 业 作 为 实 现

共 同 富 裕 的 支 柱 产 业 来 发 展 ，获 得“ 中

国面包之乡”的美誉。杨坊村先富帮后

富 的 生 动 实 践 ，形 成 了“ 一 人 带 一 村 ，

一 村 带 一 镇 ，一 镇 带 全 县 ”的“ 资 溪 现

象”。

资溪县面包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最

新统计数据显示，源于杨坊村的资溪面包

产业，目前已带动近 4 万人创业就业。他

们在全国 1000 多个城市开了 1.6 万家“资

溪面包”门店，年创产值 300 亿元，为资溪

县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贡 献 了 60%的 份 额 。

截至目前，资溪县资产 100 万元以上的面

包经营户有 4600 余个、1000 万元以上的

面包经营户 100 余个、超亿元的面包经营

户 20个。

“资溪面包”发源地首晒共富成绩单
全村163户有4个亿元户、12个千万元户、75个百万元户

“来来来，大家跟着音乐的节奏舞动起

来！”近日，在赣州市赣县区大田乡大田村

金沙广场上，村民们踩着欢快的节奏跳起

广场舞，每一个舞步都承载着村民对美好

生活的热爱。

大田村下辖 13 个村民小组，共 648 户

2548人。数年前，该村产业结构单一，村集

体经济薄弱，村里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

如 何 壮 大 集 体 经 济 ，提 升“ 造 血 ”能

力？去年，金沙湾乡村示范点（以下简称金

沙湾）落户在大田村月洲坝组，当地将传统

村落风貌和现代元素相结合，利用沙滩、竹

林等生态资源，打造沙滩营地、水上民宿、

康养中心等业态。

11 月 30 日，恰逢周末，金沙湾迎来一

批批游客。金沙湾露营地内，游客们支起

帐篷和天幕，沐浴在冬日的暖阳下。“这里

风景很美，趁着周末，我特意带孩子来这

里游玩，放松身心，非常惬意。”游客王女

士说。

大 田 村 把 生 态 优 势 、资 源 优 势 转 化

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促进文旅融合发

展，该村通过统一规划设计，盘活村民资

源资产，有效利用闲置土地，改造村庄房

屋，采取“企业+村民”合作经营和村民自

主经营两种方式，引进专业化运营团队，

推 行 出 租 闲 置 资 源 得 租 金 、村 集 体 回 购

固 定 资 产 得 补 偿 金 、在 点 内 就 业 务 工 得

酬金、参与经营得现金的“四金”形式，让

村 民 吃 上“ 生 态 饭 ”“ 旅 游 饭 ”，让 大 家 的

钱袋鼓起来。

在金沙湾月儿湖宿集，村民杨女士正

在民宿房间打扫卫生。“杨阿姨就住在附

近，步行上下班只要几分钟，她在这里主

要负责烧饭、打扫卫生等工作，每月工资

约 4000 元。”月儿湖宿集相关负责人康鹏

介绍。

人气越来越旺，村民对未来有了更多

期盼。此前，村民徐宏祥曾在外务工，看到

游客越来越多，他选择返乡创业，开办农家

乐。“现在村里环境变好了，游客越来越多，

我利用家里的房子开起了农家乐和便民小

超市，一年能赚好几万元，相信今后的日子

会越过越红火。”徐宏祥高兴地说。

让村民充分享受旅游带来的红利。大

田村在金沙湾内规划建设“村民市集”，设

置免费摊位 30 余个，鼓励村民通过摆摊增

加收入。此外，该村还通过发展水稻、脐橙

等农业产业，带动周边 200 余名村民就业，

满足村民务工需求。

村集体经济不断增强，民生短板得以

补齐，乡风文明不断焕发新气象，农田水

圳、破损道路修复有了资金，村民们的居住

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此外，该村还设立

“党建惠民银行”，鼓励党员发挥示范带动

作用，参与乡村治理赚取积分，凭积分兑换

生活物品；通过组建文艺宣传队，组织文艺

演出活动，让村民足不出村享受“文化大

餐”；发挥乡贤作用，以“村民理事会”等群

众组织为纽带，开展议事协商、调解矛盾纠

纷等；整合入党积极分子、社会组织、志愿

者力量组建 100 余人的服务队，积极开展

理论宣讲、环境整治等活动。

如今，大田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游

客满意度显著提升，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日子越过越红火，一幅“村美、民富、业兴、

人和”的美丽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新兴行业 给城市管理带来新问题

2021 年，南昌市以招投标方式布局了

南昌市共享电动自行车市场份额，确定由

“滴滴青桔”“哈啰”“美团”“公交顺道”“小

遛”，共 5 家企业各中标 1.6 万辆配额。不

过，随着几年运行，原本 5 家企业“均分天

下”的局面发生了变化——“滴滴青桔”在

南昌再次增加 3 万辆配额，占据了南昌市

场近半份额。同时，随着管理部门要求企

业接入管理平台、随车配备智能头盔等各

种管理手段与安全措施的执行，各投放企

业均上涨了单价或缩短单价骑行时长，服

务水平也是参差不齐，不断冒出的新问题

导致管理部门头疼不已。

“共享电动自行车确实很好地解决了

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特别是地

铁站到周边 3 公里范围之内的衔接，但由

此带来的问题是，在早晚高峰时段的部分

地铁站出口，经常出现被共享电动自行车

‘潮汐式’包围的乱象。”南昌市青山湖区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12 月 2 日中午，记者在上海路辛家庵

地铁站附近看到，乱停放的共享电动自行

车不仅把人行通道堵住，连非机动车道也

被堵，严重影响市容，也带来安全隐患。

“共享电动自行车在城市道路上乱停

放的问题已经成为‘顽疾’。”城管执法人

员告诉记者，由于企业配备的运营人员工

作不到位，对乱停放现象不能及时响应、

清运，城管执法人员由于人手与设备的缺

乏，对重量颇重的共享电动自行车难以扣

押，由此又孕育出一个新行业——第三方

搬运公司。

“第三方搬运公司入局之后，问题又

来了。按相关法规，谁扣车谁付拖车、停

车费，企业去第三方搬运公司取被城管扣

押 的 车 辆 时 ，却 要 自 行 缴 纳 停 车 、拖 车

费。”某共享电动自行车企业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运营旺季时，取车费用约每辆

50 元以上，“暴利导致有些第三方搬运公

司在没有得到城管扣车的指令下也到处

拖车，甚至把摆放整齐、停在线内的车辆

也拖进停车场。这种违规行为导致有共

享电动自行车企业向国务院督查平台举

报。今年上半年国务院专门派出督查人

员到南昌调查此事，责令某区城管取消与

第三方搬运公司的合作，并退回向多家企

业收取的百余万元拖车、停车费。”

不仅给城市管理带来难题，共享电动自

行车在交通安全上也同样带来一些隐患。

共享电动自行车经常被人丢弃在城市快速

路、一辆共享电动自行车坐 3 名成年人、随

车头盔清洗不及时导致骑行人不愿佩戴

……这些“麻烦”也让路面交警诟病不已。

“在日常执法中，发现共享电动自行

车骑行人有带人或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

行为，骑行人看见前方有交警，经常是把

车往路边一丢，形成了新的安全隐患。”有

路面交警向记者表示，这 5 家企业为了抢

占市场，不按照交警要求，对骑行人的违

法行为进行追责，也是导致共享电动自行

车难管理的原因之一。

合同到期 新政策迟迟未出台

也许正是因为城市管理部门对共享

电动自行车乱停放问题“受伤”最深，所以

此次合同到期后，南昌市城管部门提出要

在目前 11 万辆共享电动自行车的基础上

减少份额，这个消息让共享电动自行车行

业的从业人员颇为紧张。

“互联网企业管理是很残酷的，如果

丢掉市场份额，那这个城市整个团队大概

率会被裁员，这种情况在其他城市已有不

少先例。”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合同期

结束，共享电动自行车企业的相关负责人

都在四处打探消息，有的甚至为了保住现

有市场份额开出数目惊人的“赏金”。

“南昌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在今年 6
月 18 日已经发布《关于废止南昌市互联网

租赁电动自行车运营服务商招标项目的

公告》。公告中明确提及，废止 2021 年 8
月该中心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实施招标的

《南昌市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运营服务

商项目》。凡符合规定的互联网租赁电动

自行车企业均可在南昌市建成区范围内

投放和运营共享电动自行车，公平参与市

场竞争。”某共享电动自行车品牌的运营

人员告诉记者，当他们在向交管、交通部

门申报上牌，进入南昌市场运营时，得到

的答复是仍需等待市政府发布新的政策。

“我们的压力也很大，非常希望后续

的 政 策 赶 紧 出 台 。”南 昌 市 公 安 局 交 通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由于后续政策

不明朗 ，目前在运营的共享电动自行车

企业打报告更新车辆被叫停 ，申请上牌

想进入南昌运营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企业

也被挡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曾有一个后续

运营的版本获得市交通运输局、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交通管理局共同商讨认

可，内容大致为城区内减少共享电动自行

车数量，改为投放共享自行车；主城区外

允许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这个方案，企

业肯定接受不了，共享自行车与共享电动

自行车的利润天差地别。”业内人士表示，

在政策正式出台前，一切都是传言。

12 月 2 日，记者联系南昌市交通局相

关负责人，询问共享电动自行车后续运营

政策何时能出台，对方明确告诉记者，目

前方案还没有确定，仍需等待领导开会讨

论，确定后颁布实施。

本报将继续关注。

让村民吃上“旅游饭”

3年合同期满 管理部门与企业都焦灼期待新政出台——

南昌市共享电动自行车“驶向何方”

危桥改建 群众安心出行
本报全媒体记者 余红举

历经数月施工，近日，丰城市泉港镇葛家村的葛家桥重新投

入使用。村民感叹道：“新桥既宽敞坚固，我们出行更方便，也安

心了！”

葛家桥早期是用山石块垒砌而成，多年洪水冲击成了危

桥。今年上半年，洪水冲毁整座桥墩，导致附近村民出行困难，

而且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今年以来，泉港镇纪委坚持广泛收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获

悉葛家村村民出行难的情况后，他们第一时间组织专业人员实

地调研。随后，泉港镇纪委建议将危桥改建工作纳入该村民生

实事项目，并积极向上级部门申请桥梁修缮项目资金 28 万元。

施工期间，施工队对葛家桥主体加固到桥面翻新及附属设施完

善，严格把控质量，确保民生项目惠民生。

初 冬 时 节 ，德 兴 市 大 茅 山 风 景 名 胜 区 的 红 杉 林 进 入

最 佳 观 赏 期 ，吸 引 大 量 游 客 前 来 拍 照 。 图 为 空 中 俯 瞰 德

兴 大 茅 山 景 区 的 红 杉 树 。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摄

停车场内被扣的共享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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