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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记忆

里 ，路 边 摊 都 占 有 一

席 之 地 。幼 时 期 盼 的

糖 葫 芦 ，长 大 后 解 馋

的 羊 肉 串 ，生 活 中 缺

不了的农副产品……

路边摊在人们的不同

人 生 阶 段 ，给 予 了 同

样的满足和幸福。

地摊经济作为最

接地气的商业活动之

一 ，深 受 老 百 姓 的 喜

爱 。但 由 于 以 往 一 些

摊 贩 随 意 占 道 、影 响

市 容 、污 染 环 境 等 而

引 发 了 不 少 安 全 、卫

生 问 题 ，地 摊 经 济 饱

受争议。如今，地摊经

济 重 新 回 归 ，是 城 市

烟 火 气 的 归 来 ，更 是

我国公共政策人性化

的 一 种 体 现 。地 摊 重

现 ，让 一 个 城 市 有 了

更多的“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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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绑 地摊经济

有人在网上发帖提问：“你同意你的城

市开放摆地摊吗？”有人认为：有地摊的城

市，更有烟火气。但也有人对地摊给城市管

理带来的不便而担忧。

在成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之

后，许多城市也开始响应地摊经济的号召。

“五一”假期，山东济南规模最大的夜

市——环联夜市人气爆棚，迎来一天5万人

次的客流高峰，上千家商户的客流量逐渐恢

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自从 3 月 21 日复工

后，环联夜市的人气就节节攀升，环联集团

宣传运营部负责人谢伟说，从决定开始复工

后，公司就从各个部门抽调人手到夜市的管

理岗位上，以前着重于管理治安问题，现在

既要管治安，也要加强疫情的防控。“五一”

假期，环联夜市仅现场管理人员就有100多

名，比往常增加了一倍。在复工复产中，线上

直播带货成为消费行业时下最流行的推广

方式。环联夜市也在进行着此类尝试。谢伟

介绍，他们正准备免费给业户进行专业的自

媒体营销培训，让他们多掌握一项技能，多

一份收入。

江苏省南京市城管局在5月 1日发布的

《做好防疫期间临时外摆摊点服务工作的指

导意见》中表示，具备外摆条件，并且有统一

运营管理的特色街区、商业体外广场和开放

式公园，都可以向城管部门申请临时外摆。

划定的临时外摆摊点区域，应设置明显标

志，注明占用区域、经营项目、经营时间、摊

点编号等。南京市城管局相关人员介绍，5

月 1日以来，高峰时全市有 134处临时外摆

区域、1410个临时摊位，目前有69处临时外

摆区域、1119个临时摊位。放宽临时外摆限

制，不代表放松管理。在南京浦口区，由于前

期统一设置的早餐车使用时间过长，很多早

餐车破旧不堪、卫生情况堪忧，部分摊主不

仅不维持点位周边的环境卫生，还随意将餐

车摆在人流量更大的位置经营，影响市民出

行。浦口城管江浦中队在走访调研了解群众

需求后，对辖区的便民早餐点进行了提档升

级，统一标识、统一式样、统一定点划线、统

一垃圾容器、统一张贴二维码，目前 130 余

个早餐车焕然一新，所有早餐点亮证经营

（临时占道早餐经营许可证及健康证）。同

时，对摊点经营户建立考核管理档案，从经

营设施、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定点定时、证

照齐全、服务态度、遵章守纪等七个方面落

实考核，一年周期内扣满12分的，进行停业

整顿或取消经营资格。相关业内人士表示，

允许临时占道经营，既体现了城市管理的精

细化水平，又体现了城市的包容和温度。

5月 31日，贵州遵义市中心城区最大的

地摊区——“跳蚤市场”，迎来上万人流量。

据了解，这个位于红花岗区丝钢路的市场受

疫情影响，春节后曾长期关闭。前来赶场的

人，除周边小区居民，还有坐着公交车穿过

半座城而来的市民。50多岁的刘先生，几乎

每个星期天都要到市场来转一下。“这里的

东西便宜，还能找到原先赶场的感觉。”他

说。5 月 31 日上午 8 时许，市场上摆开的摊

位，沿着道路两侧，已长达 1 公里。市场摊

位上售卖的物品，除了城郊农民运来的蔬

菜、水果、活鸡、活鱼，还有茶叶、腊肉、现榨

菜油，以及各种草药和低端的衣帽鞋袜等。

此外，蔬菜苗、水果庙、花卉苗木等也有销

售。据介绍，“跳蚤市场”里的摊位，根据摊

位大小、位置，以及所售卖的物品情况，每

场租金在 20 至 100 元区间。这个“跳蚤市

场”的管理方，是遵义市红花岗区蔺家坡社

区。“保留它，是考虑到很多人有赶场情结，

加之所在地有不少失地农民需要谋生，而

丝钢路车流量也很少。”相关人士说，本着

“既要面子，又要肚子”的原则，决定每周在

周日开市半天。

唤醒 消费活力

守护地摊经济里的
人间烟火气
蓝炜

以人为本，是城市最暖的底色。放

开地摊经济，既是促就业，也是保民

生。地摊经济诞生于人民的需求，里面

有四季冷暖，有生活里的柴米油盐酱

醋茶，对地摊经济的关切就是对老百

姓生活消费的关切。所谓城市里的“人

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就是小地摊

的大民生，是一个个地摊背后维系着

的一个个家庭的生计，是街坊邻居在

背街小巷的柴米油盐。小小的摊位里，

承载着悲欢离合，也承载了一片居民

的城市记忆，它让城市面孔更加生动、

更加立体、活色生香。

地摊经济门槛低、成本低，年龄

不设限、专业不设槛，给群众自谋出

路、自主就业留了一道机动灵活的出

路，让尚未就业群体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寻得安身立命之处。让地摊经

济有序扎根，让老百姓收获稳稳的幸

福，政府要有“扶一把就能活”的政策

保障，企业要有“拉一把一起走”的社

会担当，摊主要有“闯一下就能看到

希望”的干劲。

街 头 聚 满 人 气 ，人 间 才 有 烟 火

气。守护这份烟火气要像绣花一样精

细，如何把这朵“花”绣好、绣美，让我

们翘首以待。

在城市管理的工作中，占道经营和流动

商贩的管理一直是个难点。如何权衡民众营

生与城市管理，既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水平，

又能显现城市的文明程度。在今年全国文明

城市测评指标中，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

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

内容，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

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

极的作用。

其实，各地在以往的道路交通安全、市

容环境卫生等方面的政府规章，均有涉及对

占用城市道路等摆摊设点的禁止和处罚规

定。现在放开涉及摆摊、占道经营等，会怎样

影响市容市貌、环境秩序，对管理部门是一

个挑战。地摊经济是城市治理能力的试金

石，既可以检验城市管理者的执政理念是否

与时俱进，也反映城市管理能力能否适应新

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在一禁了之与放任自流

之间，城市政府需要拿捏好度，做好地摊经

济的平衡术。要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

水平，平衡地摊经济的各个方面，使其既有

市场活力和消费动力，又能达到安全、健康、

整洁等要求。

开放地摊经济，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

成的工作。5 月 28 日，认真总结前期“五允

许一坚持”实施情况后，成都市城市管理委

员会发布了《关于建立城市管理“八项机

制”深化柔性管理服务助力“六保”任务落

实落地的意见》，通过建立更加全面精细的

“八项机制”，积极探索城市审慎包容监管

的治理方式。“八项机制”中包含不少对“五

允许一坚持”的细化。例如，“五允许一坚

持”明确，占道经营需在保障安全，不占用

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

情防控和清洁卫生的前提下进行。“八项机

制”则要求，明确可以从事占道经营的街

道、路段、时段，以及对每条街道商贩最大

容量，实行一街一策、一点一策。同时要求

经营的商贩摊主严格执行市容和环境卫生

责任区制度。“八项机制”还明确建立商贩

摊主容错纠错机制，用粉色宣传单、黄色提

醒单和白色行政处罚告知单，对出现违规

问题或者投诉问题的商贩摊主进行指导帮

助。建立商贩摊区择优拓展机制，在各摊区

推选一至两名商贩代表，及时收集和反馈

摊区商贩意见和建议，根据反馈意见，实施

分类处理，进行规范引导，促进市民和商家

和谐共存。

一座文明的城市既需要整洁的环境，也

少不了烟火气，让更多的群体感受到温暖，

城市的文明才更有爱的温度。

（本版编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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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引导各地在文明城

市创建中保障民生需求，使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

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

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特殊时期，首先要满足市井营生、市民消费的刚性需求。留住烟火气，

攒聚起人气，才能从根本上让城市恢复活力。街边摊贩的红火再现，既是复

苏经济的手段，也是经济复苏的结果。激活微观市场生态正向循环，地摊经

济大有可为。

绣花功夫
让地摊走得更好更远
孙秀岭

凡事都有两面，地摊也不例外。

地摊的一面，是就业，是稳定，是困难

群体，是群众生活；地摊的另一面，也

可能是无序与脏乱差，还可能是影响

交通、深夜扰民、食品安全。对地摊松

绑，不能只看到一面而忽视另一面，

不能只讲烟火气不讲规范引导，不能

只讲温情不讲治理。

放开不是放任，出摊不能出格。城

市治理，既不能沉湎于“禁”与“限”，也

不能回到“原始状态”，更不能“无为而

治”，而必须适应新形势，直面新问题，

找准地摊经济的难点痛点，在有序规

范、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等方面积极作

为、精细管理，下足绣花功夫。

有人说，“地摊松绑”不过是应对

疫情冲击的临时办法。盘活地摊经

济，是不是权宜之计？能不能变为长

久之策？

这些问题的关键都在于城市的

治理能力上。提升城市治理能力，下

足绣花功夫，地摊既能促进就业、方

便民生、集聚消费人气，也能维护市

容市貌、保证食品安全，发挥最大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此，地摊经济

方能行稳致远。

地
摊
重
现
，让
城
市
更
有
烟
火
气

早在2010年2月，四川成都就荣获了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美食之都”的称号，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美食

之都”，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一直是吸引游客的元素

之一。

在今年的疫情得到控制后，成都市领导在为复

工复产做调研时，听到餐饮商户反映，因为防疫的需

要，餐厅堂食只能容纳日常 50%的客流量，他们提

出，能不能允许商户在门外一定范围内摆摊？这个要

求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3月 15日，成都市城管委推出“五允许一坚持”，

明确要求疫情期间，在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

害他人利益等前提下，允许在一定区域设置临时占

道摊点摊区和夜市、允许临街店铺越门经营等。坚持

柔性执法和审慎包容监管，对轻微违法行为以教育

劝导为主。

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5月 8日，成都市设置临

时占道摊点、摊区 1595 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

18260个，大型商场占道促销点88个，允许流动商贩

经营点16384个。在餐饮服务业发达的成都，这一举

措助力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 98%，增加就

业岗位约8万个，有力地拉动了就业率。

成都市市长罗强表示，在噪声、环境卫生、食品

安全等方面，允许临时占道经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加大了城市管理的难度。但他认为，这些问题通过政

府更多的工作来进行平衡，是可以弥补的。

为此，成都市安监局联合城管委等部门专门对

露天市场和占道经营点进行了全面安全检查。

罗强强调，要把握好平衡，坚持管而不死、活而

不乱，盲道、消防通道这样的地方坚决不能摆摊设

点，但是在公园、开敞小广场等既方便又安全的地

方，可以扩大开放的范围。从政府的角度，只要有利

于就业，也方便群众，放宽占道经营的做法就应该坚

持做下去。

创新举措
唤醒美食之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