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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博览

天安门城楼今日起恢复对外开放
须提前实名制预约购票 不再现场售票 目前可预约日期均“已约满”

关闭一年多的天安门城楼将于6月
13日起恢复对外开放。恢复开放后，天
安门城楼不售当日票，也不再现场售
票，市民游客须提前一日通过官方预约
渠道进行实名制预约。预约成功后，预
约人需持本人预约有效证件，按照所预
约时段实名制验票参观。记者 12 日上
午进入官方预约渠道天安门城楼参观
预约网站看到，市民参观积极性高，目
前可预约日期 6 月 13 日至 18 日的门票
均显示“已约满”。

参观城楼成人票 15 元，优惠票 5

元。18 周岁以上学生，本科及以下学
历（不含研究生、成人教育等）游客可
凭本人身份证预约购买优惠票，学生
预约参观时需核验本人有效学生证原
件。18 周岁（不含）以下、60 周岁（含）
以上中国公民（含港澳台居民及获得
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凭有效证件预
约后免费参观；现役及离退休军人、消
防救援人员、残疾人预约后持有效证
件原件免费参观；未满 14 周岁少年儿
童预约参观需有成年人陪同，陪同人
也需预约购票。

需要注意的是，天安门城楼前金水
桥至故宫博物院午门施行由南向北单
向参观路线，请市民游客经由天安门城
楼前金水桥由南向北到达天安门城楼
参观入口。

另外，天安门城楼未授权任何第三
方机构或个人代理门票业务。恢复开
放后，天安门城楼不售当日票，也不再
现场售票，游客须提前一日通过“天安
门 城 楼 参 观 预 约 网 站 （www.
tiananmenchenglou.com）”或“天安门城
楼参观预约”微信公众号进行实名制预

约。市民游客可预约次日起 7 日内门
票，选择参观时段进行预约。每个参观
日，参观时间内每人限预约1次。预约
成功后，预约人需持本人预约有效证
件，按照所预约时段实名制验票参观。

记者 12 日体验时发现，登录“天安
门城楼参观预约”网站，即可预约6月13
日至18日门票。选择日期、人数，填写
个人信息、联系电话，再选择参观时段，
完成支付，就能预约成功。

城楼除法定节假日外，逢星期一全
天停止参观。 据《北京晚报》

登山公司披露登山公司披露
珠峰被救女子遇险细节珠峰被救女子遇险细节
救人费用由公司全部承担救人费用由公司全部承担

共享单车为何一涨再涨
消费者“又爱又恨”经营者“有苦难言”

近日，湖南登山队的范江涛和谢如
祥，在珠穆朗玛峰海拔 8450 米处放弃登
顶，成功营救了一名遇险的中国女性登山
者刘女士。6月10日晚，刘女士所雇登山
公司凯途高山发布情况说明，承认失误并
承担救援费用。

当事人解释其中误会缘由

当范江涛、谢如祥在珠穆朗玛峰海拔
8450米的地方见到遇险的刘女士时，没有
过多犹豫，当即决定放弃登顶去救人，并
承诺额外给自己的夏尔巴向导救援费1万
美元。6月3日，据网传的一段聊天记录显
示，被救的刘女士拒绝承担全部救援费用
1万美元，表示只愿意承担4000美元，此事
引发网友热议。

救援者谢如祥对记者详细解释，“这
中间有一些误会，我们知道刘女士的经济
条件不是很好，当时就托朋友问她，如果
愿意出这个钱，她能拿出多少？而并非网
上传的那样，她有钱，但是只愿意出 4000
美元，而且我也觉得这个钱不应由她承
担。她也说了好几次感谢，但她这个人不
善言辞，以致造成了一些误会。”

登山公司将承担全部救援费用

记者了解到，刘女士所雇登山公司名
叫新疆凯途高山户外运动有限责任公
司。凯途公司发布的情况说明还原了当
时事情的全部经过。5月18日上午，刘女
士与她的夏尔巴登顶珠穆朗玛峰，在顶峰
稍作停留就开始下撤。大约傍晚时下撤
到8400米海拔处，这里可以清楚看到凯途
C4营地帐篷。此时，刘女士与夏尔巴向导
不清晰的沟通使得两人分离，自此刘女士
开始独自行动。刘女士独自下撤途中，下
降器卡在路绳上，一时间刘女士不能自行
解开。等待1小时左右，遇到准备冲顶的
湖南省登山队谢如祥、范江涛先生以及尼
泊尔“8K探险”夏尔巴。两位登山者毫不
犹豫地放弃了登顶机会，对刘女士施以援
手，帮助她安全返回C4营地。当晚凯途组
队多次上山搜寻，但未有结果。

凯途公司发布说明称，刘女士与夏尔
巴向导的意外分离是工作的失误，这个部
分他们必须承担责任。至此，凯途公司已
与救援者和尼泊尔夏尔巴救援团队及刘女
士达成理解与共识，本次产生的救援费用
与物资由凯途公司承担。 据《扬子晚报》

近年来，随着共享单车行业进入
成熟稳定期，企业不再烧钱补贴用
户。“共享单车又双叒叕涨价了”的话
题不时在网上引发讨论。记者注意
到，目前部分城市的共享单车价格已
经涨至1小时6.5元，有消费者惊呼贵
过公交地铁。

部分城市骑车1小时得花6.5元

对于共享单车涨价，不少消费者
都有共鸣。从去年1月开始，共享单
车企业的套餐骑行卡迎来集体涨
价。哈啰单车骑行套餐7天卡10元涨
到15元，30天卡25元涨到35元，90天
卡75元涨到90元。去年8月，美团单
车也发布公告，将骑行畅骑7天卡从
10 元涨到 15 元，30 天卡从 25 元涨到
35 元，90 天卡从 60 元涨到 90 元。至
此，除滴滴青桔之外，这两大单车品
牌的套餐卡价格已调整至同一水平。

若用户全年购买套餐骑行卡，如果
不计额外优惠，现在一年就是360元，这
个价格已经可以买一辆自行车了。

据相关统计数据，2022年中国共
享单车用户结算骑行费用方式中，
36.6%消费者表示会选择单次支付。
而不同城市、不同品牌，单次结算的
价格多有不同。

今年年初和 5 月初，有媒体先后
报道了成都市和厦门市的部分单车
品牌计价方式发生变化；此外山东、
江苏等地用户也反映所在地区共享
单车品牌进行了调价。记者查询得
知，在郑州，目前美团单车与哈啰单
车的收费规则都是前 15 分钟 1.5 元，
之后每15分钟1元，相当于1小时4.5
元。如用户每天通过共享单车上下
班，按照20分钟骑行时长计算，22个
工作日需要支付110元左右。今年1
月23日起，美团在成都实行了新的计
价标准，也就是说，若用户骑行 20 分
钟，如今需要支付 2.5 元，此前为 1.5
元；若骑行50分钟，如今需要支付4.5
元，而此前为3元。如用户每天通过
共享单车上下班，按照20分钟骑行时
长计算，22个工作日消费者每月需要
支付在共享单车上的费用就在110元
左右。若不开套餐骑行卡，按这个价
格3个月就能买一辆自行车了。

此外，价格调整因城市而异，因
此部分一线城市部分单车品牌价格
实则更高。以上海为例，滴滴青桔
（经典版）收费标准为前 15 分钟 1.5
元，此后每10分钟收费1元，相当于骑
行1小时的收费为6.5元。

综上，共享单车的价格确实在不
断上涨。难怪有消费者会抱怨如今
骑共享单车的价格已经贵过公交与
地铁。

消费者“又爱又恨”
九成用户每周都会骑

从用户层面看，共享单车成为不
少消费者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出行
选择，据相关统计数据，2021年，中国
共享单车用户规模已经达到3亿人。
2022 年中国共享单车用户中，37.9%
中国共享单车用户每星期平均使用3
至 4 次，36.0%用户每星期使用 1 至 2
次，有少部分消费者每星期使用高达
5次及以上。也就是说，近90%的共享
单车用户，每周都会使用共享单车。

在比较容易发生交通拥堵的大
城市，消费者往往更加依赖共享单
车。以北京为例，2022年北京共享单
车骑行量已达9.37亿人次，日均骑行
量280.65万人次。

虽然这些城市上班族对共享单
车比较“依赖”，但在使用共享单车过
程中，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在
黑猫投诉上，搜索相关共享单车品
牌，用户的投诉量众多，基本都围绕

“找不到停放点”“乱扣调度费”“单车
质量问题”等。

总的来说，环保便捷让共享单车有

着庞大的用户规模，不少一线城市用户
粘性也很强，不过对于综合的使用感
受，也有不少消费者对此并不满意。

共享单车企业不赚钱？
各家各打小算盘

事实上，对于涨价，企业可能也
很委屈，因为共享单车并不怎么赚
钱。

根据哈啰出行招股书显示，哈啰
出行 3 年间累计亏损约 48 亿。哈啰
CEO杨磊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一辆单车每日运维成本为0.3元，每天
每辆车的折旧成本是0.6元。也就是
说，每辆共享单车每天的运维和折旧
成本大概在1元左右，而一辆单车每
年就要花费365元。假设共享单车企
业投放10万辆自行车，一年的运维成
本就能高达 3000 多万元。这还没有
计算丢失、严重损坏等极端情况，最
终成本只会更高。

其实坚持做共享单车背后，企业
各自有自己的“权衡”。对于哈啰来
说，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出行业务只是
一个入口，打开APP，除了骑行、顺风
车、打车等出行领域业务外，哈啰还
涉足包括酒店、餐饮、线上跑腿、火车
票、景点门票、宠物等业务。美团单
车则主要为了补上美团在本地生活
上的缺口，是美团完善本地生活服务
的重要一环。

这些互联网企业在共享单车上
也都打着不同“算盘”。如何科学管
理单车、提升服务质量，市场也给这
些共享单车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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