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流量资费下调的大背景下，“偷跑流量”却成为网络热词。“原本1个G够
用一个月，如今却挺不过15天。”许多用户开始对手机流量的“非正常消耗”提
出质疑。记者对部分用户手机流量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发现，用户流量过度消
耗、运营商流量计费方式不够完善等现象确实存在，已成为通信资费降低的一
大掣肘。 5月29日《经济参考报》

“偷跑流量”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用户普遍认为提速降费之后自己并没有
获得真正实惠，每月的流量资费不降反升，所以就质疑运营商偷流量。其实用
户感觉流量越来越不够用的现象由来已久，就在前几年2G向4G过渡的时代，
不少用户也是感觉订购的流量虽然增加了，资费标准据说也下降了，可是总体
的消费额却实实在在地提升了。

排除运营商自身的问题，这种现象也有客观因素。据专业人士分析，以前
用2G开一个网页需要100KB左右，虽然速度较慢，但流量消耗较少，所以当年
流行的100MB的流量很多用户都用不完，但在4G时代，很多网页不再是单纯
的文字页面，而是结合了文字、图片、视频、动图等多种元素，需要的流量增加了
数十倍。用户流量的增加与互联网的发展密不可分，例如直播网站、小视频以
及各类生活客户端也让用户的流量倍增。即将迎来的5G时代，几秒钟就能下
载一部高清电影，如果提速降费改革不到位，5G时代手机用户会更觉得流量
不够用。

对于用户普遍质疑的运营商“偷流量”问题，独立电信行业分析师付亮接受
采访时表示，运营商修改用户流量数据或许得不偿失，假设运营商要“黑”用户
的流量，其改造系统所需投入的成本，比偷流量带来的收入要更多。所以说用
户缺乏提速降费的“获得感”，原因好像是用户不节制、网络太丰富多彩，运营商
对用户缺乏提速降费的“获得感”表示无奈。最近不少媒体反映运营商推出的
不限流量套餐也是套路多多，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消费到一定的流量之后直
接限速，很显然限速之后就直接降低了用户的上网体验。

提速降费改革的根本原因就是让用户获得更好的上网体验，那就是让用户
少花钱享受更优质快捷的服务，进而加快信息的传播。也只有让流量的资费

“白菜价”，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互联网技术才能加快发展、惠及群众。
近些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提速降费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就指出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30%。可以看出该问题已经成为
影响民生、阻碍发展的症结，社会舆论也是高度关于该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
普通群众就希望提速降费“简单粗暴”，方案不需要那么烧脑绕口，套餐不再有
这么多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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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救猫：
猫命得救，人命咋办？
何勇海

司机们都知道，除非在道路前方遭遇紧急事故，一般在高
架或高速上行驶时突然停车是安全大忌。这两天，就有网友
连连曝出两位女司机在高架甚至是高速路段突然停车的视
频，但这次真的不是她们驾车水平不佳，而是因为她们的“爱
心之举”——停车救猫。然而，“高速猫”，想说救你真的不容
易！ 5月29日《新民晚报》

近年来，被虐猫、虐狗者故意扔在高架或高速上的猫狗，
时有所见。司机在高架或高速上行驶时遇到“高架猫”或“高
速狗”，停还是不停，救还是不救，还真成了一个两难选择——
见死不救吧，每个生命却值得被呵护，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小
动物的命也是命啊”；停车施救吧，极可能导致交通事故，比如
车辆追尾，造成拿人命安全换动物安全的悲惨结局。这也是
两派网友吵翻了天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看待此事需要站在法律法规的高度。按照道路
交通安全法以及高速公路管理方面的规定，汽车在高速公路
上行驶时，不能随意停车，在高速公路上行车道内停车的，罚
款200元，记6分；就算出现一些特殊情形要停车，也要停在最
右侧的紧急停车道上。因此，司机在高速公路上停车救小动
物，违反了交规，且易引发惨烈的交通事故。

同样，城市高架路的车速，也比普通道路快许多，随意停
车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且高架路是封闭通行，一旦发生
意外，很快就会堵起长龙，严重影响城市交通秩序。所以，各
地的高架路管理规定，基本都有不能随意停车的明确要求。
某地高架路就曾发生过一司机随意停车，引发多车连环车祸
的事故。随意停车救猫，显然是妨害正常交通秩序、可能害人
害己的危险举动。

城管“开门理城事”
是为服务民生另辟蹊径
边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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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资费下调
就应该“简单粗暴”
刘勋

今年初，我市城管部门提出“开门理城事”的理念，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
政于民。同时，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还建立了“行走甬城”一线
常态督查机制，确保问题第一时间发现、处置、解决。据最新的统计数字表明，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累计处置解决各种各样与城管有关民生问题十多万件。

城管城管，顾名思义就是城市的大管家。在推行大城管的宁波，城管包含
了市政、供排水、市容环卫、园林等职能，涵盖了大量的民生内容。虽说经过宁
波城管等部门的努力，宁波的几项民生指标都排在了全国前列。但市民对城市
管理中的不少领域，存在满意度低、认可度不高的现象。

“开门理城事”，就是主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让市民得到更加贴心的城市
管理服务。也意味着决策者从关门搞决策到开门听意见，主动接受挑刺、听取
埋怨，为解决民生问题尤其是民生老大难问题另辟蹊径，这是对管理短板的有
力修正，也是有益补充。

具体来说，“开门理城事”就是让市民有更多、更便捷的渠道参与城市管理，
在遇到城市管理问题时晓得与谁说、找谁办、怎样办，从而大大节约市民办事时
间，提高城管办事效率。同时，将城管的职能、权力等更多地置于阳光下，接受
市民的监督，提高服务质量和廉洁自律意识，促进各项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地开
展。

城管工作中的大小事项，往往事关民生，民生问题涉及市民生活的方方面
面，处理得及时与否、市民满意与否，尤其是那些市民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是
否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往往关系重大、影响深远。不可否认的是，以往有些时
候，城管部门发现了问题、制定了方案，也下了大力气去解决落实，却吃力不讨
好或治标不治本，最终不能让市民满意，甚至被吐槽。这与缺乏“开门理城事”
的理念与做法不无关系。

“开门理城事”之后，城管人听到的埋怨、市民对城管工作的挑刺或许会比
以往多得多，但只要坚持不懈，在埋怨中发现问题、在挑刺中采集民智，通过“开
门理城事”发现以往难以发现的问题，解决以往难以解决的困难，各种“老大难”
民生问题终将迎刃而解，也将收获更多市民对城管的信任和理解，提升市民的
满意度和幸福感。

对于“开门理城事”，市民不妨积极参与，并对其效果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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