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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限制“老头乐”
上路的政策再度引起关注和
讨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
类电动三四轮车因为方便驾
驶、手续简单等常被中老年人
用来短途代步。与此同时，背
后存在的安全隐患也使得其
反对者众多。
开“老头乐”不一定是老年人

2016年，为了方便自己的
父亲接送孩子上学，李翔花了
不到三万块钱给父亲买了一
辆“老头乐”。这辆“老头乐”
最快能开到每小时45公里，续
航里程在100公里左右。
“我偶尔也会开‘老头乐’

出门。”李翔直言，比起开车，他
现在出门都更倾向选择开“老
头乐”，这比其他车都方便。
“80后90后都有，他们往

往家里有孩子，这种车方便带
着家里人，还有一部分是四五
十岁的中年人，自己出去钓鱼
玩的，再一部分就是接孩子。”
一位店家说道。

在购买者看来，“老头乐”既
不需要驾照，也不用担心违反交
规，还无需缴纳养路费、保险
等。一些商家也以“不用驾照、
不用上牌、车速低、易学习”等作
为卖点，导致许多消费者认为开
“老头乐”不受交通监管。

近日，北京交管部门发文
表示，所谓的“老年代步车”是
生产厂商凭空编造的一个词，
这种车辆绝大部分属于违规电
动三轮、四轮车，也就是未经工
信部许可生产，未列入《道路机
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车辆性能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
术标准，使用电力驱动用于载
客或载货的三、四轮机动车。
多地拟限制“老头乐”上路

近期，多地出台相关文
件、政策，限制“老头乐”上

路。北京市交管
局强调，自 2024
年1月1日起，违
规电动三、四轮
车 不 得 上 路 行
驶，不得在道路、
广场、停车场等
公共场所停放。
江苏也拟立法明
确，老年代步车
等生产销售将被
严格管控。

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数据显
示，2022年，仅北京就发生违规
电动三、四轮车交通事故131
起，死亡逾百人。另据工信部在
2017年公布的一项统计数据显
示，当时全国五年内发生低速电
动车交通事故83万起，造成1.8
万人死亡，18.6万人受伤。

汽车行业分析师张翔介
绍，“老头乐”的生产厂商主要
是乡镇企业甚至是一些农村作
坊，没有国家标准，质量参差不
齐，因此价格也比较便宜，行业
整体上几乎处于无序状态。

2017年，时任四轮低速电
动车标准起草组组长、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董扬
曾表示，低速电动车的国家标
准如何制定，在某些人看来，
或许是中国汽车产业中最复
杂最困难的问题。
“支持低速电动车者认为

是节能环保，是技术进步，是考
虑广大低收入人群的出行需
求；而反对者认为，这根本就是
非法生产。又由于这个问题涉
及多部门管理，其间意见也不
一致：有的强调权威，希望按自
己意见办；有的希望放权，不愿
意增加管理难度；也有的意在
发展，建议先乱后治。”

董扬指出，低速电动车产
业和企业的利益应服从全局

利益。驾照、保险管理不严和
地方政府纵容是重要因素，不
应将不正常视为正常。
“老头乐”究竟该去还是留？

关于“老头乐”再也乐不
起来的说法并不是今年才有。

早在2018年11月，工信部
等六部委印发了《关于加强低
速电动车管理的通知》(下称
“通知”)，明确将老年代步车纳
入被监管的低速电动车范畴。

此后，不少车企尝试转战
微型纯电车领域，以期升级成
为“正规军”，填补和抢占市场
空白，但结果并不理想。今年
已经是北京对于电动三、四轮
车过渡期管理的最后一年，对
于“老头乐”的去留问题也得
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王均金建
议鼓励使用低成本、高性能的
经济型电动车，加速淘汰“老
头乐”等低速电动车。但有专
家指出，“老头乐”的价格远比
新能源车低，且不需要驾照。
消费者是否愿意多花这部分
钱，又是否愿意花精力进行驾
考，这些都是需面对问题。
葛成 韦香惠（摘自中国新闻网）

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发
布的《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
白皮书》显示，相关涉未成年人
民事纠纷多由充值打赏、网络
购物、网络言论引发，侵犯未成
年人人格权的现象持续滋长。

涉未成年人网络案件主要
由充值打赏、网络购物、网络言
论等引发，反映出未成年人用
网行为活跃。充值打赏类案件
中，多数是主张未成年人充值
行为不发生效力并要求返还充
值款。其中，游戏充值案件的
平均标的额为25622.6元，直播
打赏案件的平均标的额为
62877.7元。
《白皮书》显示，当未成年

人作为被侵权人时，主要以名
誉权侵权为主，同时可能涉及
肖像权、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
等。而当未成年人作为侵权人
时，案件纠纷有的由线下校园
矛盾引发，进而在网络上辱骂
诋毁同龄人，情节严重者存在
逐渐演化为网络欺凌的不良趋
势。徐慧瑶（摘自《北京晚报》）

疫情放开后，随着演唱会
市场一路狂飙，电子票也成了
大家关注的话题之一。微博上
频频出现的退票公告让人有点
蒙，这些不都是一票难求的演
唱会吗？

卡卡退掉了5月13日刘若
英上海站的门票，“880元的看
台，位子还蛮好的。如果不是5
月7日中午看到主办方发出的
公告，这880块钱就打了水漂。”

公告中称，因为本次演唱会
“实行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
不得转赠转售”，但很多观众都
是“首次参与实名制购票，对实
名制购票规则了解不深入”，所
以特地在7日9点-21点，开放
了12个钟头的“退票时段”。

在卡卡印象中，就算电子
票，也是可以转赠的。如果这次
没看到退票公告，卡卡只有两个
选择：一是自己去看(因为购票
时关联的是卡卡的身份信息)；
二是这张票只能白白浪费。

王强对外的职业介绍是“票
务代理”，但在广大群众中他有
着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黄牛。

尽管看到刘若英上海站写
明了“不得转赠转售”，王强还
是决定搏一把，拿了十来张
票。但让王强没想到的是，等
来了一则退票公告。

买电子票时，每张票必须
要先绑定一位观演人的身份
信息。王强手里，常年就有包
括堂兄妹、表兄妹等在内的十
几张身份信息，因为无论他是
从上线那边“进货”，还是靠机
器从官方票务网站抢票，每张
票都要先有一个“主”。

如今大型演唱会开始频
频使用电子票，转赠就成了王
强们赚钱的窗口期。

此外，几乎目前所有的电
子票，都只能“仅一次转赠”。

前不久的张信哲演唱会则
实行了“强实名”购票规则。即
线上购票时绑定身份信息的那

个人，入场时必须扫他的身份
证，还要对着摄像头刷脸，这张
脸，也必须是身份证上那个人。

强实名+不可转赠+不可
退票，看起来这一套组合拳已
经把黄牛们逼到了角落，断送
了所有可能的操作空间，但从
目前看来，这也可能是一把会

反伤观众的双刃剑。
在梁静茹主办方发布退票

公告前，已经有200多位观众，
拉了一个微信群来维权。组织
者还搜集了每个人的退票原因
列成表格，大多数理由集中在
生病、购票人信息填错、重复购
票、工作或考试时间冲突上。

微博上也有网友发出灵魂
拷问，表示买卖关系太不对等，
“现在的演唱会，付钱时根本看
不到座位，有个紧急情况还不
让退票，这点太不公平。”

陈宇浩（摘自《钱江晚报》）

正值毕业季和实习季，近期
大学生租房需求快速升温。据
了解，民宿因资金压力小、租住
灵活等优势正获得大学生青睐。

相较于传统租房，民宿更
符合大学生对于短期租房
的需求。来自中山大学的
大三学生徐月(化名)表示，5
月底到8月她将在北京实习
3个月，租房成了难题，“我
在各种线上平台和社交媒
体网站都关注着直租或者
短租的信息，在对交通、价
格等因素进行考虑后，最终
选择了现在的民宿。”徐月
表示，和通过中介租房相
比，一方面这类民宿没有中
介费，采取押一付一的形式，
租房押一付三的形式学生负
担不起。另一方面民宿的租
期和退房政策都比较灵活。
此外，租房过程中徐月和房
东直接在线上沟通，并且通
过视频方式看了房，她认为
这种形式很方便。

除了徐月这类因短租选
择民宿的大学生以外，也有
大学生考虑长期选择民宿。
重庆理工大学的大三学生王
明（化名）表示，目前他正在
一边实习一边计划创业，已
经在民宿里住了两个月。王
明认为，民宿价格相较于酒
店更加便宜，而和租房相比
又更加自由，公共区域也有
人定期打扫。同时，民宿长
租会有一定的优惠。王明表
示，考虑到性价比，在后续创
业过程中也会选择民宿。

已经在重庆民宿住了一
年的韩同学认为，选择哪种
租房方式需要综合自身的租
赁时间和付款方式来看。“平
台上不少民宿能按周预订、
按周付款、退订也灵活。我
们还能线上直接沟通房东，
省了中间环节。在工作不是很
稳定的时期，民宿会更方便”。

重庆木小屋公寓负责人穆
勇表示，公寓此前以长租为主，
疫情期间为拓展服务模式，与

美团民宿展开了合作。作为民
宿从业者，穆勇近期感受到了
大学生对于民宿的需求。“从预
订情况看，到了6月很多学生因
为实习或者打工入住，入住率
会达到90%左右，7月和8月
会满房。”提及民宿的优势，
穆勇认为主要在于性价比，
“我们这种便捷公寓本来价
格也不高，主要针对的群体
就是这些毕业生或者刚刚
参加工作的人。”

数据显示，2023届全国
普通高校毕业生总人数再
创新高。今年以来，在美团
上按周或者按月预订民宿
的“00后”占比已超三成。
美团数据显示，成都、上海、
广州、深圳、重庆的年轻人
“民宿周月租”预订最为火
热。为保障毕业季、短期实
习、工作出差等短期住房需
求，美团民宿已在全国357
个城市推出“周月租”产品。

对于民宿房东而言，中
长期的租住方式也有益
处。在成都经营民宿的阿
张2022年曾在美团上接到
一个预订一个月的订单，刚
开始她不理解为什么会有
人在平台上订中长期订
单。后来，阿张发现这样越
是交通便利、可做饭、可办
公的房子越受欢迎。她表
示，愿意接待连住的客人，
“可以减少打扫成本，减少
接待摩擦”。

旺盛需求下，周月租房
源不断涌现。截至5月22
日，全国已有57万套房源开
通了美团周月租服务。美
团民宿负责人杨威表示，近
几年，民宿开始承接实习租
房、工作出差、错峰旅游等即
时需求。“推出周月租产品就
是要借助科技手段，将散落

在日常中的民宿新需求集中起
来，并引导到合适的房源去，协
助房东在淡季寻求运营出路的
同时，也为城市消费提振注入
新动力。” （摘自《第一财经》）

“老头乐”究竟该去还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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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门票背后那些“门道”
“转赠”开关按下可能就是生意

现在正值求职季，高校毕
业生即将走向职场。大家在努
力找到心仪工作的同时，也要
小心求职骗局。近日，人社部梳
理了黑中介陷阱、兼职陷阱、收
费陷阱、借贷陷阱、传销陷阱、合
同陷阱、试用期陷阱、信息陷阱
等八类常见的求职陷阱。

人社部提醒广大高校毕业
生，应当优先选择公共就业人
才服务机构和正规市场中介机
构，与市场中介机构签订协议

时，要看清签约的内容，不要盲
目签字。同时注意个人信息安
全，不轻易泄露银行卡、网银等
密码信息，不随意打开陌生网
址链接。要注意劳动合同是否
具备《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必备
条款，高度警惕其中于法无据、
明显不合理的条款等。（资摘）

毕业生求职警惕八类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