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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9月15日电（记者 周润健）
“一年逢好夜，万里见明时。”每年中秋，赏月
都是重头戏。天文科普专家表示，今年中秋
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还是一轮“超级月
亮”。喜欢赏月的朋友可于中秋当晚和18日
晚欣赏这轮大圆月亮。

每逢农历初一，我们看不到月亮，叫作“新
月”，也叫“朔”；到了农历十五左右，我们会看到
一轮圆圆的月亮，称为“满月”，也叫“望”。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家修立鹏
介绍，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个椭圆，其公
转速度并不均等，当离地球近时，月球运行速
度会快一些；当离地球远时，月球运行速度会
慢一些。月亮从新月到满月的最短时间不到
14天，最长超过15天，因此，满月出现的时间也
有差异。最早可发生在农历十四的晚上，最迟
可出现在农历十七的早上，农历十五、十六这
两天居多，其中又以农历十六为最多，所以，民
间有“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的俗语。

去年中秋是“十五的月亮十五圆”，今年
中秋则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满月时刻为
18日10时34分。巧合的是，与去年的中秋月
一样，今年的中秋月也是一轮“超级月亮”。

“超级月亮”不是一个天文术语，本质上是
“近地点满月”，也就是满月时月球正好位于近
地点附近，视直径比一般时候的满月大，亮度
也高，但仅凭肉眼是难以分辨出这种差别的。
修立鹏表示，“超级月亮”并不罕见，每年都有。
今年有四次“超级月亮”，9月18日是第二次。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满月发生时还会迎
来一次食分非常小的月偏食，即月亮的一部
分处在地球的本影之内，在地球上看来，月亮
会出现部分残缺。

“遗憾的是，这次月食发生在北京时间18
日上午，正值我国白天，公众无缘看到。如果
当天你恰好处在西半球，则有机会看到这次

‘天狗吃月亮’。”修立鹏说。
如何欣赏这轮“超级中秋月”？“日落后一个

多小时是赏月最佳时段，这时月亮刚升起不久，
悬在地平线之上不高的地方，肉眼看起来颜色和
形态都会和在高空时不太一样；此时夜幕还未完
全降临，地面建筑依稀可见，在其映衬之下，月亮
也会显得特别大、特别圆。”修立鹏说。

夏秋季节夜晚聚会多，最近，一些申城
市民因代驾产生了不少烦心事——“代驾司
机闯了红灯，却不缴纳罚款，违法信息记录
在我的车辆上，很让人头大。”“不仅绕路，代
驾司机还趁我醉酒不清醒时多收钱。”

行业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1月，
我国从事汽车代驾服务从业人员已达到百万
人，代驾使用人数超过3.4亿人，订单总量破
10亿。然而，代驾行业也存在一些常被诟病
的问题，如代驾司机准入门槛较低、服务质量
参差不齐、中途加价等问题。

代驾准入门槛低，乱象频发
8月5日，上海市民徐先生使用打车App

下单了代驾服务，平安到家后，徐先生本以为
这是一次顺利的出行，却没想到不久便收到了
机动车违法信息通知，原来代驾司机在开车时
闯了红灯，“电子警察正面拍摄到了代驾司机，
虽然扣分不在我这里，可缴纳罚款需要本人前
去处理，但我根本联系不上代驾司机。”

徐先生尝试联系代驾平台，平台却表示
此司机已经不在该平台接单。徐先生先后拨
打了两次12345进行投诉反馈，9月5日，代
驾平台才联系了徐先生，请他寄送行驶证等
文件，协调解决此事。徐先生懊恼道：“申诉
流程都一个多月了，沟通成本也很高，因为代
驾闯红灯，下一年的交强险也要涨价。”

不少车主对于代驾司机和代驾平台的专
业性存疑。今年6月份，代驾司机驾驶法拉利
自燃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也引发了公众对于
代驾行业准入门槛的讨论。当时，法拉利车主
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代驾司机承认将车调
成了手动挡一挡跑了全程，我认为，他从来没
有开过（这种车型），说的话也很外行。”

市民陈先生也有过一次“相互扯皮”的
代驾经历，当时陈先生使用信用卡积分兑换
了一次代驾服务，代驾费用约90元，但陈先
生准备下车时，代驾司机拿出二维码，让陈先
生扫码支付220元，他也没有多想，“我当时
是醉酒状态，并不清醒，便直接支付了”。

第二天陈先生才反应过来：“首先，司机让
我支付的费用过高，其次，第二段行程严重绕
路，我是从九亭到泗泾附近，总共8公里左右，
但整个行程却有20公里，相当于是绕了个圈子
才到家。而且，代驾司机在我车上抽烟，并没有

征得我的同意，烟味第二天还残留在车里。”
随后，陈先生立即联系了代驾平台，经过

一番据理力争后，代驾平台退还给陈先生200
元。但除退款外，陈先生的诉求还包括“对司
机进行处罚”，代驾平台客服满口应承，但当陈
先生追问具体如何处置时，客服便含糊其词。

有过几年代驾经验的卞师傅介绍道，他
注册过多家代驾公司的账号，成为代驾一般
要求年满20周岁-60周岁，有些代驾公司并
不需要线下路考，仅采用“线上认证＋考试”
的模式即可注册成功，对驾龄和驾驶经验、
驾驶车型并无过多考量。

而大部分代驾司机均是兼职，其中，不
少代驾公司与司机签订的是“合作协议”，意
指自己仅是中间的信息提供方，通过搭建线
上平台，充当信息中介，将有代驾需求的用户
与具备服务能力的代驾司机进行匹配，在法
律层面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而平台往往拥
有更大的权利，如分配接单、冻结账号、或对
提现进行限制等，卞师傅就有三笔待提现的
款项被冻结了一年仍未能取出。

消费者维权不畅通
多位专家指出，目前代驾行业的乱象的

关键在于相关法规条例的滞后性。
比如，代驾途中发生事故或违规的情

况，消费者究竟应找谁负责？这涉及代驾司
机和平台的关系认定，关键在于代驾司机提
供的代驾服务是否是履行代驾公司职务的行
为，也是目前在法学界颇有争议的地方——
代驾平台与司机之间究竟属于劳动关系、雇
佣关系，还是居间关系？

代驾平台往往强调自己仅是信息提供
方。但是，平台虽然主要承担信息发布的角色，
却掌控着算法调配、司机资质审核和行程路线
的监控等环节。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杨思斌
表示，在实际司法案例中，对劳动关系的认定是
比较复杂的，涉及平台管理的强弱。即使同样
是代驾司机穿着工作服、接收平台发布的信息，
不同的案例也有着不同的认定结果。

某代驾平台的用户协议，强调平台仅为
信息提供商，平台与司机并非雇佣关系。

而从监管层面来看，交通管理部门、工
商部门、人社部门等都或多或少地承担对代
驾行业的监管职责，但监管内容分散，且缺乏

联动协调，往往会陷入多头监管的状况。
由于责任主体难以确定，监管层面又没

有专门的主管部门。因此，在产生代驾纠纷
时，消费者往往只能不断投诉，通过民法总
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进行维权。

应提高准入门槛，逐步规范代驾行业
近年来，各地对于规范代驾行业的探索

也一直在进行。
早在2014年，上海市道路运输协会就成

立了代驾服务专业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上海
市代驾服务业规范标准》。对于代驾的准入资
格和收费标准做出了规定，如代驾者必须有本
市户籍或居住证、无重大交通事故证明、五年
以上安全驾驶经历，能熟练驾驶多种类型的轿
车，经过培训后才能持证上岗。其中，代驾人
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内容里还特别提及“高等级
的代驾司机才能从事高档车的代驾业务”。

不过，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代驾业
态快速更新，这一服务标准已经不能满足市
场需求。由于缺乏行业管理规定，不少上海
市民因代驾发生纠纷，拨打12345热线投诉
后收到的回复都是：本市暂无代驾行业相关
管理规定，自行联系平台运营方协商，如协商
无法达成一致，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2021年4月，由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中
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共同发布的《汽车代驾服
务安全管理要求》团体标准开始实施，该标准
引入了“汽车代驾互联网平台”的概念。今年
3月份，经专家评审认定此标准已经不适应业
态的发展，因而被废除。今年9月9日，中国汽
车流通协会汽车俱乐部分会发布公告，正公开
征集相关标准，对其重新修订起草。

当然，团体标准只是市场自主制定的标
准，并不具备强制性和约束力，仅作为行业内
的参照，执行与否也全靠企业自律。中国劳
动关系学院教授杨思斌认为，并非要对每个
行业都出台专项法规。他建议，可以参考对
于网约车等行业的规范管理路径，先从地方
条例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在下单网络代驾服
务时，也应选择有资质、信誉好、大品牌的代
驾公司，对于代驾司机的状态也要予以分
辨，支付时需通过平台交易，不要向个人支
付款项。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记者 樊曦）
记者 15 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获悉，铁路国庆黄金周运输自 9 月 29 日开
始，至 10 月 8 日结束，为期 10 天，全国铁
路预计发送旅客 1.75 亿人次，其中 10 月 1
日为客流高峰日，预计将突破 2100 万人
次。按照车票预售期的相关规定，9 月 15
日起，铁路 12306 开始发售国庆黄金周运
输期间火车票，15 日发售 9 月 29 日火车
票。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国庆

黄金周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交织叠加，铁
路客流预计将保持高位运行，呈现“头尾长
途多、中间中短途多”的特点，部分时段和区
段客流高度集中。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
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日均计划
开行旅客列车12000列，加开跨铁路局集团
公司的直通旅客列车354列，最大限度满足
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该负责人表示，国庆黄金周期间旅客
出行意愿强烈，客流高度集中，运力和需求
的矛盾十分突出，部分地区和时段运能将

比较紧张，一些始发、终到时间更为适宜，
全程旅行时间更短的列车，成为旅客首
选。当这些车票开售时，大量旅客通过铁
路 12306 网站、手机客户端、车站窗口等渠
道快速“抢票”，可能会快速售罄。为此，旅
客可使用铁路 12306 候补购票功能，最多
可累计选择 60 个“日期+车次”的组合，临
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将优先配售给已提
交候补订单的旅客，提高购票成功率；若直
达列车无票，还可选择中转换乘、购买联程
车票等方式出行。

新华社天津9月15日电（记者 周润健）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
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猜一猜，这首诗
说的是哪一个节日？谜底是：中秋节。

这首诗的作者为唐代诗人王建。品读此
诗，仿若一幅“中秋望月图”跃然纸上，意境优
美，含蕴丰富，韵味无穷，思深情长。

中秋节，我们年年过，那么，到底何为“中
秋”？历史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澍
伟介绍，宋代吴自牧《梦粱录·中秋》中解释说：

“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
秋。”七、八、九三月是秋季，旧时分别称孟秋、
仲秋和季秋，合称“三秋”。八月十五日，三秋
正好过半，所以称为“中秋”。

天上月圆，人间团圆。每到中秋节，一家
人围坐聚餐，分食月饼，其乐融融。中秋节作
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究竟始于何时？

罗澍伟认为，“中秋”一词或可追溯到先秦
时期。《周礼》中就有“中秋，献良裘，王乃行羽
物”的记载，意思是说，仲秋八月，司裘之臣以
良裘献给君王，君王则以鸟羽赐群臣。另据

《礼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意思是说，祭
祀太阳是在仲春（农历二月）的早晨，祭祀月亮
是在仲秋（农历八月）的晚上。

不过那时的中秋，还只是个时间概念，并
无节日之意。到了魏晋时期，登楼临轩，酌酒
赏月，逐渐成为习俗。直至唐代初年，中秋才
开始成为约定俗成的重要节日。

宋代，中秋扩展成全民性庆典。水果上
市，螃蟹新出，佳酿开坛，百姓饮酒赏月，不亦乐
乎。路边商铺通宵营业，儿童彻夜嬉戏玩耍。

“千百年来，从祭月到牵挂思念、祈求团
圆，中秋文化内涵不断丰富，成为我国仅次于
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2008 年国务院将
中秋节定为法定节假日，让人们有更多时间
品味中秋，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优秀民俗。”
罗澍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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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秋“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还是“超级月亮”

农历八月十五，
缘何叫“中秋”？

代驾行业乱象丛生，相关条例应查漏补缺

9月15日起铁路12306开始发售国庆黄金周运输期间车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