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租房、代开发票、代提公积
金……曾经“长”在电线杆、公交
站牌上的非法小广告，如今盯上
了共享单车。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城
市，不少共享单车的车身、车座
或车筐里被粘贴或喷涂小广告，
既影响扫码骑行、市容环境，也
潜藏违法犯罪风险。

共享单车上“长”
出各类小广告

近期，记者在多地走访发
现，不少共享单车上出现小广告
的身影。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处地铁
站外，约 200辆共享单车中超过
一半被贴上小广告，有的车身上
新、旧广告叠在一起；在安徽合
肥一处商业中心街头，几乎每辆
共享单车上都有小广告，有的甚
至连车轮挡泥板上都被喷涂上

“扫码领红包”字样。、
记者看到，有的小广告是贴

纸形式，被粘在共享单车上的车
筐、车把和车座上；有的是被喷涂
在上述位置；还有的二维码小广
告，就在车辆骑行码旁边，甚至盖
住了部分骑行码。“一扫就扫到小
广告上去了，挺烦的。”采访中，记
者不时听到骑行人抱怨。

这些小广告有的是房屋出
租、教育培训等商业推广，也有
涉及“黑灰”地带，包括色情服
务、赌博网站、代开发票、公积金
提取等。

记者随机扫描一个二维码
广告，发现页面自动跳转到一个
网站，上面有色情视频、直播、棋
牌游戏、博彩平台入口等。其中，
色情视频需充值会员观看，棋牌

游戏等可以点进去直接参与。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全程没

有任何登录操作，网页却显示为
已登录状态。这意味着在网页上
的各项操作无需实名、无需验证
用户年龄。“我家孩子和同学经
常骑共享单车，挺担心他们点进
去被影响。”一名家长说。

据了解，共享单车上的部分
小广告已成为违法犯罪过程中
的重要一环。北京朝阳警方近期
打掉的一个虚开发票犯罪团伙，
就是利用共享单车小广告招揽

“客户”；警方起获的电子版增值
税普通发票 200余张，面值总额
达100余万元。

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介绍，
去年全年共整治非法小广告问
题点位 1.3万个，立案查处非法
散发、张贴小广告违法行为 1.6
万起，收缴非法小广告 15.3 万
张，向公安部门移送违法犯罪小
广告线索60余批次。

记者了解到，在共享单车上
随意张贴小广告涉嫌违反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治安管
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视情节严
重情况，会被处以罚款、拘留等。

前脚清理后脚贴

记者了解到，多家共享单车
运营企业已组建运维团队进行
小广告清理。据行业部门统计，
2024年北京市骑行全行业共清
理小广告900余万张。

有运营企业负责人表示，小
广告的张贴方式花样频出，加大
了清理成本。“现在有拿强力胶
粘贴的，也有用印章涂印在车座
上或通过喷漆喷印在车身不同
位置的。”

该负责人说，脱胶剂铲除、
湿纸巾擦除等手段不一定能清
理干净，要视小广告的覆盖面积
和数量，将车辆返仓清洗或更
换。“但前脚清完后脚贴，总清总
有。”多名运营企业工作人员坦
言，小广告经常性“死灰复燃”，
张贴速度远超清理速度。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清理
难，现阶段对张贴小广告等行为
还存在发现难、取证难、查处难
等情况。

安徽省蚌埠市城市管理局
有关负责人说，小广告张贴者经
常往返于不同区域，流动性较
大，有的随身携带便携式蓝牙打
印机、磁吸广告贴等工具，即停
即贴。

记者梳理发现，多地查处的
案例中，张贴者在深夜行动，趁
四下无人时快速张贴，有的还骑
电动自行车“作案”，警惕性高，
发现有人靠近便快速开溜。

据了解，负责张贴小广告的
人员中，有些是受雇于人，想要

“赚点外快”；有些是相关犯罪团
伙的老乡、熟人。他们每贴一张

挣几毛钱，按散发量计件牟利。
北京通州警方去年破获一起散
发小广告案件，嫌疑人供述，每
天张贴小广告 1000 张左右，收
入450元。

一名城管执法人员说，二维
码小广告所链接的平台注册地
多在外地，有的网站服务器注册
地甚至在国外，想要调查取证需
要跨区域、多部门协调，成本高，
难度大。

综合施策治理顽瘴痼疾

共享单车小广告点多面广，
多地城管执法部门表示，将进一
步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方
式，对张贴小广告的企业、个人
依法处罚，形成震慑，提高张贴
小广告的违法成本。中国法学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
书长陈音江认为，共享单车小广
告的治理涉及方方面面，建议构
建公安、城管、交通、市场监管等
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健全政府
管理部门与共享单车企业的沟
通合作，形成合力，全链条打击

张贴小广告等行为。
“比如当小广告涉及诈骗、

涉黄等违法内容，就不能停留在
城管执法部门‘批评教育’的程
度，公安部门必须及时介入，严
肃查处相关问题。”陈音江说。

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持续
开展非法小广告整治行动，根据
小广告易发区域、易发时段，在
全市开展执法检查。厦门市城管
执法部门要求执法人员在巡查
中发现非法张贴行为第一时间
报警处理，加强与辖区派出所联
动，强化协作。

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和企
业正在探索通过大数据等技术
手段减少小广告的张贴。

北京市利用视频探头进行
非现场监管。蚌埠市搭建了共享
单车智慧化监管平台，将 4家运
营企业的1.9万余辆共享电单车
和 1.4 万余辆共享单车全部接
入，对车辆投放、停放、运维全方
位实时监控。

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已形成
小广告日常清理机制，由配备
专业清洁设备的工作人员日常
巡查；在共享单车上推广防粘
贴材料，以减少小广告的附着，
比如对车筐采用镂空设计、增
加塑料网格，在车身采用防贴
涂层等。

为保障用户骑行体验，滴滴
青桔等共享单车企业还采用分
体锁和二维码保护装置等，防止
广告覆盖关键部件。

受访人士建议，加强公众宣
传教育，通过奖励举报、清理小广
告等方式，引导全民参与监督、治
理。“比如在运营平台增加举报功
能，号召市民拍照举报，举办‘随
手清’活动等。”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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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权是法律法规授予教
师的权利。2021年 3月 1日开始
实施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
（试行）》，明确了中小学教师可
以实施惩戒的范围和可以采取
的措施；2024年 8月发布的《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
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
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
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支持教师
积极管教。学校和有关部门要依
法保障教师履行教育职责。

然而，记者在基层调研发
现，尽管有相关规定，但中小学
教师“不敢管、不想管、不会管”
学生的现象仍然突出，教育惩戒
权面临落地难的尴尬局面。受访
专家认为，惩戒缺位不仅可能导
致学生缺乏敬畏之心，不利于学
生健康成长，还可能使教师的职
业荣誉感和责任感降低。

“佛系管理”成常态
教师为何“不敢管”

西南某小学班主任陈轩（化
名）发现，学生小辰经常上课讲
话，影响课堂秩序，且不听从当
堂老师的管教，甚至当堂辱骂老
师。为此，他多次找小辰谈话，并
请其家长到校共同教育。然而，
小辰的家长一味护短，认为陈轩
是在故意为难孩子，这让小辰更

加肆无忌惮，越来越不遵守班
规。

“班主任和科任老师都不敢
管这个孩子，有些学生也开始效
仿他的行为。这个班成了‘问题
班’，纪律不好，学习成绩也垮
了。”该校相关负责人介绍，尽管
学校领导经常到这个班“坐镇”，
强调纪律，但问题依然突出。前
不久，这个班甚至被搜出一把管
制刀具。

陈轩的经历并非个案。西北
某小学教师张苏（化名）之前批
评了一名扰乱活动秩序的学生，
第二天便被该学生家长举报，称
其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要求将
其开除。后来，张苏给学校写了
情况说明，作了检讨，并给该学
生家长道了歉。

“这件事在学校产生了不小
的负面影响，大家都觉得如履薄
冰，不敢管学生了。”张苏的一位
同事说。

一项覆盖 1334 名受访者
（其中 81%是中小学生家长）的
调查显示：51.1%的受访者认为，
在日常教学管理中，教师不敢惩
戒学生的情况比较普遍；43.2%
的受访者表示有一些；5.7%的受
访者认为不存在此类情况。

“教师看见学生有问题不
管，其实是不负责的表现。但最
近几年，确实有一些同事反映不

敢管学生。”西北某小学教师说。
“听闻一些教师因管教学生

被举报，甚至因此遭受处罚后，
很多老师会产生‘不求有功但求
无过’的心态——学生认真听课
更好，不听拉倒。”一位小学教师
说，“‘跪着教书’可能有点夸张，
但不少老师是在‘弯着腰教书’。”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
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蒋安丽
认为，惩戒权缺失可能会使教师
产生无力感和挫败感，丧失育人
主动性，影响学校教学效果。

“管严”还是“管松”
教师的两难抉择

小学教师小旻（化名）近日
发现一名学生多次未完成作业，
准备惩罚该学生，但学生家长明
确拒绝后，她打消了这一念头。

“家长同意，我就管一下；家
长不同意，我就不管了。”小旻说，
刚参加工作时，她对学生要求严
格，现在已“佛系管理”了，“我周
围的青年教师也大都这样”。

得不到家长支持、担心被举
报，是许多教师不敢惩戒的重要
原因。

目前，学生或家长投诉、举
报老师的渠道广、门槛低，理由
也五花八门。管得太严或太松，
作业布置得太多或太少，都可能

成为被投诉的理由。西南某基层
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2024
年 1至 8月，他们共接到 128起
涉教师的举报，其中查证属实的
只有7起。

担心把握不好尺度，也是一
些教师不敢惩戒的原因之一。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
教授蔡海龙说，有的老师依法执
教、依法管理学生的能力相对比
较薄弱，不清楚什么是教育惩
戒、为什么要实施惩戒，以及该
如何实施惩戒。同时，《中小学教
育惩戒规则（试行）》列举的有些
惩戒形式和内涵比较模糊，如训
诫、教导、管教等，教师在实施惩
戒时难以准确把握尺度。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个
别教师惩戒学生的方法不当，侵
害学生合法权益的情况偶有发
生，如要求学生砸毁手机、手表
等个人物品，或是击打学生。

多方合力
让教育惩戒权落地生根

受访对象认为，保障教师合
理、合规行使教育惩戒权，需要
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家长形成
合力，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加强
教师能力培训，营造包容、支持
的良好社会氛围。

重庆某中学纪委书记建议，

教育主管部门应对老师、家长和
学生进行分层次调研，了解他们
对教育惩戒的看法，收集、剖析
惩戒失当的典型案例，并编写教
育惩戒指导手册，为一线教师提
供借鉴和参考。

蔡海龙说，教育主管部门要
发挥牵头作用，组织老师、专家、
司法部门和家长，共同制定教育
惩戒的细则或模板，为学校提供
指导，确保学校制定的规则更科
学。学校要加强家校沟通，将教
育惩戒规则、校纪校规及维权途
径等编辑成册发给家长，降低他
们与学校、教师产生误会的可能
性。

家长要给予学校、教师更多
支持、理解和包容。西南某小学
教师刘怡说，家长和老师的共同
目标是把孩子教育好，双方不应
该站在彼此的对立面。

“只有得到了家长的理解、
支持和包容，我们才能放开手脚
管教学生。”刘怡说，希望家长遇
事可以先和老师沟通。

西南某小学校长安某等人
认为，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时，
要做到公平公正，不突破政策红
线；要及时给孩子讲道理，并综
合考虑学生的身心接受能力。此
外，还要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实施
教育惩戒的缘由和经过，避免产
生误会。 据《半月谈》

租房、代开发票、代提公积金……

“牛皮癣”般的非法小广告盯上了共享单车

“不敢管、不想管、不会管”现象仍突出——

教育惩戒权何以落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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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单车运维团队在清理车身小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