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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从上周开始，杭州的小伙伴们陆续发现，哈啰单车上调了价格，从每小时2元，调整为每15分钟1元，也就

是说，骑行一小时需要支付4元。

提起“共享”，很多人第一时间就想到的是方便、便宜，甚至免费等一系列美好的形容词。不过，情况已经在

悄悄发生变化。在杭州，各共享单车平台的涨价幅度是多少？记者做了一番调查。

部分共享单车比公交还贵，你还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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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环境优美、品牌集聚的高品质步行

街，不仅能给顾客带来良好的购物体验，还是

城市的一张靓丽的名片。记者从昨天召开的

全省批发零售业改造提升暨高品质步行街建

设推进会上了解到，浙江将用3年左右时间，

在全省创建 1 至 2 条国家级高品质步行街、

20 条左右省级高品质步行街。其中，杭州湖

滨步行街作为国家级高品质步行街试点，一

期将于今年国庆节前正式向公众开放，届时，

整条湖滨步行街将实现5G全覆盖。

根据省商务厅会同省级相关部门制定的

《浙江省推动高品质步行街建设实施方案》

（简称《实施方案》），我省将在有条件的城市，

以现有基础好、知名度高的商业街为重点，依

托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优化业态布局，强化人

文支撑，创建一批历史有根、文化有脉、商业

有魂、经营有道、品牌有名、数字引领的高品

质步行街。

高品质步行街将通过政府推动、市场运

作的方式，突出“三度”、“三力”，即提升购物

体验度、品牌集聚度、环境美誉度；增强消费

吸引力、商业竞争力、街区凝聚力；打造促进

消费升级的有效平台、展示城市形象的靓丽

名片、享誉国际影响的商业地标。

按照要求，高品质步行街要既对标先进，

又凸显浙江特色，形成一个总体规划和街区

环境、业态布局、交通网络等若干个配套规划

的“1+N”规划体系，推动步行街从平面化向

立体化转变。

提高商业质量，适应消费升级。如推动

业态创新，优化街区业态结构，提升购物、餐

饮等传统业态，布局新零售、新业态，推动步

行街从同质化、低端化、单一化向差异化、品

质化、多元化发展。

加强技术应用，建设智慧街区。如加快

推广应用 5G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

AR/VR 等技术；建设智慧化信息服务平台，

提供交通引导、商品导购、积分促销、移动支

付、停车出行、物流等智能服务，建设“数字街

区”。推动商家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服务个

性化、精准化水平等。鼓励步行街抢抓 5G

技术推广的机遇，争取纳入 5G 应用试点，助

力智慧街区建设。

本报记者 楼纯

今年国庆节，湖滨步行街5G全覆盖

本报讯 买只青蟹，橡胶绳占重近一半；买斤螃蟹，包装

重就有四两；买盒 40.7 元的熟牛肉，盒子就花掉 5.6 元⋯⋯遇

到这样的事情谁不心塞？今后，农贸市场称重、包装行为将被

一一规范。

昨天，浙江省规范农贸市场销售商品称重行为推进工作

现场会在台州三门举行，许多实实在在的“菜篮子保障政策”

都被具体地装进浙江省称重规范公约“范本”。

比如，熟食类分装产品称重应不包含外包装盒；青菜、白

菜类蔬菜可由消费者摘除黄叶、烂叶后称重；螃蟹应使用不吸

水橡皮筋捆扎，青蟹捆扎物重量不得超过体重 5%且需公示；

水产鱼类、贝壳类塑料袋重量不得超过 1.5g，袋内不得带水

带冰⋯⋯而且，农贸市场是否存在不规范销售商品称重行为，

将作为考核内容列入今年省放心农贸市场和星级文明规范市

场的考核评价体系。

记者获悉，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将规范农贸市场销售商品

称重行为列为专项工作，重点针对农贸市场、农产品（水产品）

批发市场内的螃蟹过度捆绑、卤味制品包装盒占重、鲜活水产

品塑料袋占重等不规范称重行为，开展集中规范整治。

熟食、鱼虾海鲜类等商品的称重标准容易产生消费纠纷，

也是农贸市场一直以来难管难规范的“老大难”问题。浙江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以点及面，在推进《青蟹包装规范》等地方标

准出台的同时，引导其他经营户自觉规范农贸市场销售商品

称重行为。进一步修改完善《浙江省放心农贸市场评价标

准》、《浙江省星级文明规范市场标准》等有关考核评价标准。

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还将严厉打击市场内涉嫌欺诈、缺

斤少两、掺杂掺假等违法行为，组织查处农贸市场销售商品称

重违法案件，严厉打击使用不合格或具作弊功能的计量器具

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计量违法行为，并指导推动相应规范的制

定，加快制定相关地方标准。

通讯员 赵雨晴 沈雁 本报记者 马焱

浙江规范农贸市场销售商品称重行为

散装熟食称重不包含外包装盒
螃蟹要用不吸水橡皮筋捆扎

本报讯 昨天白天，杭城已是阵阵热浪。伴随着暑天，高

温补贴也来啦！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我

省将从本月起发放高温补贴，并连续发放四个月。

那么，谁能领取高温津贴？刚进单位还在试用期的员工

能领吗？

据了解，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简称《办法》）相

关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高温津贴。用人单

位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包括 35℃）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

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

以下（不包括 33℃）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

工资总额。

也就是说，只要是符合《办法》规定的从事高温作业的劳

动者，都应当享有高温津贴，即使在试用期也不例外。

企业职工夏季高温津贴标准为，室外作业人员每人每月300

元，室内作业人员每人每月200元，发放时间自6月到9月。

如果单位为了减少企业成本，拒不发放高温津贴，员工怎

么办呢？

根据相关规定，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及最低工资标准不包

含高温津贴，用人单位不得因发放高温津贴而降低劳动者工

资。需发放高温津贴但用人单位没有发放的，劳动者可以向

用工管辖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补发；逾期未改正的，处

2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罚款。对高温津贴发放双方存在

劳动争议的，也可以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解决。

本报记者 高佳晨

本月起高温津贴连发4个月

昨天下午 3 点多，记者从坤和中心骑上

哈啰共享单车，到南肖埠附近，3 公里多的路

程花了大约 20 分钟，花费 2 元。跟调价前花

费一样。但如果骑行时间在30～45分钟，花

费就从此前的2元变成3元；骑行45分钟～1

小时要支付4元，相当于调价前的2倍。

过去一两年，大部分共享单车企业已经

倒下，最终只剩下了哈啰、摩拜以及一小部分

企业。

再来看摩拜，虽然此前北京地区已经传

出“15 分钟 1 元，每超 15 分钟加 0.5 元”的涨

价消息，不过记者发现，目前杭州地区依然维

持 1 小时 1 元的价格不变。记者骑了一辆摩

拜单车从天城路出发，绕过新风丽都南苑到

明桂南苑，骑行时间15分56秒，支付1元。

记者了解到，其实早在今年3月，摩拜单

车、滴滴小蓝车等已经在北上广深等城市进

行不同幅度的价格调整，这一次，杭州哈啰单

车紧随其后进行调价，会不会对用户出行造

成影响？

从杭州东站出来，新风丽都居民区前的

新风路上人来人往，私人电动车、共享单车随

处可见。新风路上的单车数量并不多，但陆

续仍有居民还车、骑车。一位小区居民告诉

记者：“平时骑行的距离不会太远，一般也不

会骑太长时间，涨价影响不大，有点距离的话

会选公交车。”

“共享单车 1 小时 4 块钱，那还是骑‘小

红车’好了。”一些用户表示，这次涨价潮，让

杭州公共自行车“小红车”重回自己视野。

小红车是最早出现在杭州街头的共享单

车，一位用户告诉记者，两年没骑小红车，发

现体验感好了很多，只要下载杭州市民卡

APP，就能扫码租借小红车。首小时0元，之

后每小时 1 元，单日 5 元封顶。通过 APP 租

还车时，遇到服务点满桩的情况，还有延时还

车功能。这么算起来，最划算的还是咱们杭

州的小红车。

不光共享单车集体涨价，在餐饮酒店业

随处可见的共享充电宝，时租价格也从兴起

之初的几毛钱，飙升到了2～3元，“不敢轻易

充电”成了一些用户的痛。

那么，共享经济为何会变得昂贵起来？

“在价格调整之前，我们通过后台的大数

据分析，70%的用户骑行时间在 15 分钟以

内，所以这一次价格调整，对绝大多数用户影

响并不大。”哈啰单车相关负责人如是回复。

事实上，ofo 的起起落落给整个行业敲响了

警钟。如果不能自我造血实现盈利，共享单

车就会成为泡沫。

业内人士表示，共享单车涨价是迟早的

事情，毕竟资本不可能无限制持续烧钱。活

下来的单车企业为了生存普遍上调价格，这

是共享单车进入下半场的必然要求。

不过，共享单车通过涨价就可以盈利

吗？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要想实现盈利，

仅仅靠涨价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实现精细

化运营，提高单车使用寿命。此外，共享单车

企业在商业化尝试和变现上需要有更多的探

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