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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

会发布《2024 年共享单车运

营监管报告》，首次公开全年

因违停行为被纳入“信用黑

名单”的用户信息。数据显

示，美团、哈啰、滴滴 3 家运

营企业联合限制骑行的违规

用户已超 1100 人次。这一

监管信息的披露，标志着共

享单车治理正式进入“精准

化 监 管 + 信 用 化 约 束 ”的

阶段。

从 粗 放 管 理 到 精 准 管

理，共享单车的发展折射出

城市治理理念的升级。作为

城市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

要方式，共享单车在通勤接

驳、生活服务等场景中的渗

透率持续提升，但随之而来

的车辆占压盲道、堵塞消防

通道、破坏市容环境等治理

难题，对城市精细化管理提

出严峻挑战。

近年来，通过动态调控

投放总量、规范停放秩序等

措施，不少城市共享单车的

运营秩序已有显著改善。但

治理骑行乱象，并非一朝一

夕之功，需构建“技术赋能+

制度保障+社会共治”的立

体化治理体系。

构建从单一管理到多元

共治的模式。骑行乱象的治

理主体要从“政府单一主导”

向“政企协同治理”转型。企

业不应只是单纯的车辆提供

者，同时也应是治理责任主体，可通过技术手段实时监

测用户违规停放行为。政府则可依托街道与交通、城

管等部门的协同巡查机制，治理各种骑行乱象。用户

也不应是“骑完即走”的过客，而是需要对自身行为负

责的使用者。比如，近年来，北京市构建了“总量动态

调控+网格化智慧化调度”的治理框架，在此基础上，

“黑名单”制度将用户纳入监管视野，通过“技术监管+

信用约束”的双轨模式，既提升治理效能，又通过行为

干预推动文明骑行习惯的养成。

精细化治理，需破解需求差异与时空错配难题。

随着治理的深化，共享单车管理正从秩序管控向效能

优化迭代。当前，不少城市面临商务中心区早晚高峰

车辆过于饱和，而老旧小区周边夜间停放缺口大等问

题。应对这些问题，需要更精准的时空治理策略：通过

大数据分析用户出行热力图，实施潮汐式调度，早晚高

峰向枢纽区域增配车辆；在学校、医院等特殊区域设置

限时停放区，借助电子围栏实现时段性停放权限管理；

等等。

治理的终极目标并非限制使用，而是通过制度创

新让公共服务回归共享本质。通过刚性约束与柔性引

导结合、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并重的治理范式，让共享

单车管理变得更容易，城市公共服务变得更现代化。

治理骑行乱象需多方发力

韩秉志

产 业 协 作 激 活 内 生 动 力
——探访青陇、青定东西部协作实践

几十座种植大棚整齐地排列在田野上，大

棚内蓝莓树郁郁葱葱，挂满了成熟的果实⋯⋯

记者在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看到的这一幕，正

是山东省青岛市与定西市东西部协作的成果

之一。

从 2016 年开始，青岛与甘肃陇南市开展

东西部协作，2021 年又加上了定西市。截至

2025 年 5 月，青岛市累计选派赴陇南、定西的

挂职干部 113 人，选派教育、医疗、农技等专技

人才 2735 人，累计协调采购、帮助销售各类产

品 95.91 亿 元 ，助 力 引 导 落 地 产 业 合 作 项 目

320 个，实际到位资金 59.4 亿元。

塑造造血功能

走进陇南市成县城关镇北山村茭白种植

基地，一株株绿油油的茭白苗长势喜人，村民

们正忙于田间管护。“过去这里土地贫瘠，收益

低下，大量耕地撂荒。”城关镇副镇长郭辉介

绍，青岛工作组立足当地水资源丰富的特点，

投入协作资金 900 万元，实施“旱改水”工程，

将旱地改造为水田，并引进高附加值的茭白品

种 ，使 过 去 效 益 低 下 的 撂 荒 地 转 变 为 高 效

农田。

“茭白七八月份采收后，将由专业公司负

责销售，预计每亩产值可达 1 万元左右。”郭辉

说，“这个产业不仅带来土地流转收益和务工

收入，还带动了村里的农家乐等，村集体收入

也显著增加。下一步，我们计划将种植规模从

330 亩扩大到 2000 亩。”

在定西市渭源县食用菌产业园，车间内

一排排香菇菌肉饱满，工人们熟练地进行采

摘、装筐作业。“渭源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

壑区，平均海拔 2100 米，冷凉湿润的气候非

常适宜食用菌生长。”从青岛城阳区挂职渭源

县委常委、副县长的崔卓然介绍，当地虽有食

用菌产业基础，但受技术、资金限制未形成

规模。

为此，青岛工作组牵线远茂（青岛）农牧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1.01 亿元建设渭源县食

用菌产业园，打造集菌种研发、菌包生产、种植

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园区创新推行“借棒

还耳”联农带农机制：企业免费提供菌包和技

术指导，农户利用房前屋后空地种植，企业保

底回收。2024 年，该模式带动近千农户种植

菌棒 120 万棒，户均增收 3000 元以上；同时吸

纳 200 余 名 当 地 群 众 就 业 ，月 均 工 资 3000

余元。

通过东西部协作，青岛将适合两地发展的

特色农产品引入陇南和定西。例如，在引入胶

州辣椒制种、育苗技术的基础上，延伸发展深

加工环节；试种推广蓝莓、车厘子等水果品种

并获得市场认可。“只有以项目为带动，以市场

为主导，才能让农业产业化扎根，塑造造血功

能。”青岛协作陇南第四批挂职干部工作组副

领队赵旸说。

做好特色文章

陇 南 和 定 西 拥 有 马 铃 薯 、中 药 材 、油 橄

榄 等 特 色 产 业 ，青 岛 工 作 组 精 心 做 好 产 业

文章。

“定西市马铃薯种植面积稳定在 300 万

亩，产量 500 万吨，但干旱山区单产较低，深加

工附加值不高。”青岛协作定西第二批挂职干

部工作组领队马晓晖说。在安定区万亩马铃

薯高产示范项目区，过去的小地块经整治成为

连片梯田，通过引水上山工程建设 15 座蓄水

池，铺设输水管网 110 公里，结合良种良法配

套 ，马 铃 薯 平 均 亩 产 从 2000 斤 提 升 至 8500

斤。“未来，每年将整合协作资金 4000 万元以

上，扩大标准化基地建设。”安定区水务局副局

长马习文表示。

解决干旱半干旱山区马铃薯种植单产相

对不高的同时，青岛工作组对如何提高马铃薯

附加值也进行探索。“2024 年，我们投入东西

部协作资金 2000 万元，建设定西宽粉产业园，

引进马铃薯加工龙头企业 28 家，加工能力达

96 万吨，产品覆盖精淀粉、全粉、变性淀粉、休

闲食品、主食产品等品类，马铃薯精深加工示

范基地已然成型。”马晓晖说。

据介绍，当地还着力打造“定西宽粉”区

域名牌，联系专家研发保鲜技术，联合企业开

发汤料包等，以新技术提升宽粉品质和附加

值。通过实施“地理标志+”品牌战略、培养

电 商 人 才 等 多 种 方 式 ，定 西 宽 粉 品 牌 日 益

响亮。

陇南市武都区是我国最大的油橄榄种植

基地，青岛工作组围绕打造“中国橄榄之城”定

位，在武都区累计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 4300

万元，建成占地 300 亩的青陇现代农业产业

园，先后成功培育橄榄苗 1300 万株；累计投入

东西部协作资金 1300 余万元，建设了东西部

协作产业园区——马安园区，引进油橄榄产业

项目 8 个，累计完成投资 2.87 亿元。

奥利沃生物科技（青岛）有限公司就是引

进的项目之一，它既解决了陇南油橄榄果渣废

弃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问题，还有效拉长了油橄

榄加工产业链条。“公司通过现代生物技术萃

取，从油橄榄叶和油橄榄加工废弃果渣中提取

橄榄苦苷、黄酮、齐墩果酸和山楂酸，广泛用于

食品、药品、保健品和饲料添加剂。每年可以

消化 9000 吨油橄榄果渣。”奥利沃生物科技

（青岛）有限公司总经理黎伟说。

青岛不单帮助陇南、定西壮大了马铃薯、

油橄榄、中药材、花椒等当地传统特色产业，还

新发展了蓝莓、南美白对虾、蔬菜、樱桃、茭

白、肉兔等特色产业，助力当地做强特色产业

“雁阵”。

壮大产业集群

要培养当地的内生动力，产业协作是核

心。围绕陇南、定西的特色产业，青岛工作组

把产业集群建设作为重要抓手，不遗余力地延

链强链补链。

走进位于定西市渭源县的甘肃天成兴渭

药业有限公司，只见工人来回忙碌，机器加速

生产，党参晾晒、黄芪切片⋯⋯一派繁忙景

象。这是定西市引进的投资额最大的东西部

协作项目，主要致力于中药饮片、配方颗粒、中

成药和大健康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由山东天成

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分三期建设，总投资

14.3 亿元。

“三期全部投产以后，预计年产值在 20 亿

元左右，利税在 2 亿元左右，可以带动约 600 人

就业。”甘肃天成兴渭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兴国介绍，该项目利用渭源县道地中药材优

势，从种植户中直采中药材，将推动东西部资

源优势互补、共赢发展。

“天成药业是我们推动定西市产业集群

建设的项目，定西市是‘千年药乡’，是全国

道地中药材主产区，我们来到这里以后，就

把 发 展 中 药 材 产 业 集 群 作 为 主 要 目 标 之

一。”青岛协作定西第二批挂职干部，定西市

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孔高原说，以

山东天成药业集团为“旗舰”，带动了琛蓝生

物 、艾 迪 生 物 、汉 唐 君 安 等 30 余 家 青 岛 企

业，深耕定西当归、黄芪等中药材精深加工，

共同研发生产中药材饮片、药物提取及大健

康产品。

青岛在陇南的工作组同样把发展中药材

产业集群作为工作重点。站在陇南宕昌县拉

路梁中药材基地的山顶望去，目之所及都是中

药材种植梯田，这是宕昌县 26.5 万亩中药材绿

色标准化生产基地的核心产区之一，覆盖了哈

达铺、庞家、理川 3 个乡镇的 13 个行政村。“对

于宕昌县中药材产业集群的建设，青岛为我们

提供了大力支持。”宕昌县中药材开发服务中

心副主任罗文平说。

结合陇南中药材品种多、品质优的优势，

青岛工作组积极推动青岛—陇南中药材供

应链建设，同时利用东西部协作资金，参与

建设中药材现代化产业园区，帮助引进中药

材精深加工企业和相关技术，提升药材产品

附加值。“我们去年成功签约了山东水发农

业 集 团 中 药 材 产 业 园 项 目 ，涵 盖 中 药 材 育

苗 、种 植 、精 深 加 工 、仓 储 、交 易 等 全 产 业

链。”赵旸说。

“除了发展传统产业集群，我们还着力布

局当地的新质生产力。”马晓晖告诉记者，他们

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打造了“青定智慧谷”科

技孵化器，将青岛的科技成果在定西转化，目

前 已 注 册 43 家 企 业 ，科 技 型 企 业 占 比 超 过

70%，企业专利申报受理覆盖率达到 30%以上，

搭建起“企业孵化+科技成果转化+电商直播”

三大板块，青定中医药协同创新（院士）基地

挂牌。

“我们还成功引进总投资 5 亿元的磐龙飞

天智算云脑平台项目，将打造‘算力—模型—

应用’三位一体的新一代 AI 平台，聚集 30 余家

AI 上下游企业，形成超 10 亿元的数字产业集

群，助力定西成为甘肃第二大算力节点城市。”

马晓晖说。

□ 本报记者 刘 成

6 月份以来，陕西天耕农业规划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项目经理耿录锋格外忙碌。这家专注于

农光互补科研开发的企业，正迎来关键试验期。

“今年陕西遭遇较大旱情，我们的科研项目又位

于渭北‘旱腰带’，‘旱地+旱情’的双重考验下，农

光互补栽培模式能否实现‘光伏增效不碍粮食增

产’？团队一直紧绷着弦。”

在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昭陵镇刘家村的国

能陕西旱腰带农光互补科研试验田里，光伏板下

麦茬整齐连片。耿录锋介绍：“137 亩试验田的测

产已近尾声，增产已成定局。对比区数据显示，

同等地力条件下，农光互补栽培模式亩产较传统

耕作方式提高约 20%。”

农光互补项目是指在土地上同步建设光伏

电站与开展农业种植的“新能源+农业”融合模

式，是干旱半干旱地区探索绿色发展的创新路

径。但此前由于采用固定支架光伏阵列等技术

局限，部分项目出现农作物减产，有的项目种植

结构改变，甚至出现“重光轻农”现象，导致项目

审批收紧。

“项目初衷是探索‘园地改耕地’条件下确保粮

食安全的路径。”耿录锋说，礼泉县地处渭北旱塬，

老旧果园淘汰后，如何高效复耕土地、实现粮食增

产与新能源发展的政策匹配，正是试验的目标所

在。2023年10月至2024年5月，团队以105亩老旧

果园为试验田，创新采用“平单轴光伏支架+透散射

板间隔补光”技术，与传统固定支架模式进行小麦

种植对比试验。结果显示：创新模式较对照组增产

0.4%至4.5%，初步实现“农光兼得”。

“传统固定光伏板遮挡光照、阻碍雨水收集，

导致土壤墒情不稳定，这是作物减产的主因。”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陕西省小麦产业体系首席

专家张睿指出，“创新模式通过角度可控的平单

轴组件实现雨天导流、日常保墒，配合透散射板

补光技术，破解了这一难题。更关键的是，我们

正引入人工智能构建调光模型，通过优化传动轴

转速科学分配光能，进一步提升利用效率。”

目前，团队已完成 4 个小麦品种的光敏感性

试验，筛选出最适配农光互补的品种，同时探索

滴灌技术改良。张睿透露：“滴灌技术研发成功

后，小麦产量有望再获提升。”

“ 今 年 是 项 目 落 地 的 第 二 年 ，成 果 值 得 肯

定。”张睿表示，“团队计划再用 1 年时间完善技

术体系，通过 3 年系统研究为大面积推广提供支

撑，为粮食安全贡献科技力量。”

光 伏 增 效 无 碍 农 业 增 产
本报记者 张 毅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李彦东

本版编辑 徐晓燕 美 编 倪梦婷

近日，浙江金华武义县浙江沪江线业有限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赶制缝纫线订

单，产品生产后，将通过智能仓储系统发往各地。 陈 俊摄（中经视觉）

当前，长江中下游地区

进入梅雨期，这既是自然灾

害的多发季，也是农作物病

虫草害的高发期。安徽宿松

县华阳河农场全面加强梅雨

期管理，为粮食增产丰收打

牢基础。图为华阳河农场农

机手驾驶大型植保机械开展

玉米化除。

李 龙摄（中经视觉）

青岛康大控股集团在甘肃陇南市武都区建设的肉兔养殖示范基地青岛康大控股集团在甘肃陇南市武都区建设的肉兔养殖示范基地，，带动当地带动当地 2323 个乡镇个乡镇、、4646 个个

养殖合作社发展起养兔产业养殖合作社发展起养兔产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成成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