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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记者 伊巍
“放开‘马路市场’，‘地摊经济’必定能活起来，但如果影响城市

道路交通卫生秩序，引起民怨沸腾，好事就变成了坏事。要让占道
经营与‘马路经济’有规可循，既允许占道经营，又不影响城市道路
交通卫生秩序，两者必须兼顾，而非对立。”在得知不将占道经营、马
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后，淄博的一名城管
人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段话。

绝不能让好不容易得来的城市秩序“一夜回到解放前”，作为城市
管理部门，要在城市管理与民生保障之间，找到平衡，而且行动要快。

>>新闻背景

5月27日
中央文明办在今年全国

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明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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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8日
在回答“政府将如何遏

制失业潮”的问题时，李克强
总理提出实事求是的原则，
并提到“西部有个城市，按照
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
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
之间有10万人就业”。

>>记者调查

在“框架内”搞活“马路经济”

“现在虽说让摆地摊了，摆在
人行道上，人来人往，不方便！绿
化带不能摆，总不能摆到马路
上……”杨友斌夫妻俩一直想做
点小生意，前段时间一直在看店
铺，但好位置房租太贵，房租便宜
的位置太偏，开店的想法就这么
一直搁置着。然而，“马路市场”
的放开让夫妻俩看到了希望。“我
们初步的想法是搞一个路边大排
档，我做过厨师。”杨友斌说，他们
信心满满地到街上寻找适合的

“摊位”，却发现摆摊也没有想象
中那么简单。

6月1日，柳泉夜市开业。夜
市由物业公司统一管理，这里不
扰民、不杂乱无章，各色各样的美
食让人眼花缭乱。夜市内一座难
求，商户们忙前忙后，心里乐开了
花。杨友斌夫妻俩是商户之一。

“这里既不影响交通，也不会影响
市容市貌，汇聚各种美食，人气爆
棚，第一天我们就赚了1000多
块！”营业第一天，杨友斌就把一
个月的租金赚了回来，对未来的
生活，夫妻俩充满了希望。

“马路市场”开放之初，淄博
高新区迅速行动，建成柳泉夜市。
同时，以开发利用公共资源的模
式，让甘家大集夜间变身美食“不
夜城”，引导周边占道经营商贩入
场经营。为了不影响商贩生意，
采用边建设边营业的方式。

“我们也不想在大马路上做
生意，不安全，还要被投诉。”目
前，已经进入甘家大集营业的一
名摊主说，美食聚集地人气高，而
且里面服务设施也很完善，消防、
安保、卫生都到位，他们也没有后
顾之忧。

张店区健康街北段改造为深
赋传统文化和张店特色的“黄桑
淄味”便民疏导点，在东二路与华

光路路口北侧建成悍码头小镇，
带来美食盛宴。如今，都已经成
为网红打卡地。

美食聚集地如今已经遍布淄
博各个区县，不仅让占道经营导
致的“脏乱差”现象得到根治，给

“马路经济”设置规则框架，引导
市民在“框架内”搞活“马路经
济”，还让“夜间经济”为市民带来
新消费，为经济带来新动力，为就
业带来新机遇。

出摊不出格
盘活马路经济常态化

6月4日，高青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发布《关于设立地摊式便民
早市、夜市的通知》，在县城区青
城路、高苑路等路段设立13处地
摊式早市、夜市，并制定规划图，
详细公布了便民早市、夜市的位
置、经营种类、经营时间。同时对
早市、夜市的摊贩做出了要求，不
仅要确保垃圾日产日清，保证周
边通行秩序，还要服从执法人员
管理，按指定时间实现规范经营。

“放开地摊经济不等于放任
不管，而是要努力实现占道经营
规范有序、市容干净整洁、市民生
活方便快捷、城市消费更加活跃
的目标。目前公布的便民早市、
夜市位置根据附近居民的需求进
行了完善，规模更大，管理更有
序，同时制定相关措施，让摊主出
摊不出格。后续还会根据情况适
当调整。”高青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向阳说。

临淄区、博山区目前也公布
了便民疏导点、早夜市情况以及
拟增设的便民疏导区，切实做到
管关键，放生机，把政策利好送
到市民群众手上，真正让“地摊
经济”行稳致远。盘活“地摊经
济”，淄博各个区县跑出了加
速度。

>>淄博夜市、地摊发展情况

2019年10月31日，淄博
市出台《关于挖掘消费潜力
繁荣发展夜间经济的实施
意见》，把繁荣发展夜间经
济作为提升城市“时尚气
质”和“活力指数”的举措。

11月27日，《淄博市人民
政府关于挖掘消费潜力繁荣
发展夜间经济的实施意见》
出台，提出积极培育夜间经
济特色品牌，积极打造一批
夜间经营示范区，积极开展
夜市试点工作。

12月4日，《淄博市文化
和旅游局关于推进夜间文旅
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试
行）》公布，鼓励特色街区、商
圈开发夜间文旅经济特色产
品、项目，打造7-10个地标性
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10条
重点打造的夜游路线公布。

12月17日，淄博市确定
了首批23个夜间经济试点
街区。

12月31日晚，淄博市主
城区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创
建启动仪式在华润万象汇
广场举行。鼓励各特色街
区不断优化运营方式，打造
夜经济的淄博品牌。

2020年3月24日，淄博发
布《淄博市夜间经济街区
（夜市）管理暂行办法》（征求
意见稿），鼓励培育发展高端
特色、品质活力商业街区（夜
市），促进夜间经济时尚化、
休闲化、多业态发展。夜间
经济街区（夜市）规划布局遵
循“定点定时、安全环保、卫生
洁净、配套齐全”的原则合理
设置。禁止在主次干道两侧
及学校、幼儿园、医院、住宅集
中区和噪声敏感的建筑物周
边开办夜间经济街区（夜市）。

5月10日，位于美食街与
健康街交叉路口往北的“黄
桑淄味”美食一条街亮相。

5月15日晚，淄博市委
书记江敦涛在淄博王府井
一家小店请客撸串。

5月29日，记者从张店区
和平街道办事处获悉，和平
街道将在美食街部分路段打
造幕新夜市，规划摊点60处，
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

6月1日，柳泉路青银高
速跨线桥下，由淄博高新区
全力打造的柳泉夜市正式
开门迎客。 本报综合

今年3月，成都市放开地摊
经济后，截至5月下旬，成都全市
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4
个 ，允 许 临 时 越 门 经 营 点 位
17748个，大型商场占道促销点
8 2 个 ，允 许 流 动 商 贩 经 营 点
20891个，增加就业岗位10万个

以上，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
超过98%。

继3月出台“五允许一坚持”
后，成都近日又出台最新政策，
更加精细地做好服务、管理，以
积极探索城市审慎包容监管的
成都模式。

>>成都经验

做好精细服务、管理 探索城市审慎包容监管模式

地摊经济具有“小快灵”等
特点，是灵活就业的首选。一个
经营良好的地摊不但至少解决
了一个人的就业，也往往撑起了
一个家庭的生计。“小摊点，大民
生”，据报道，多地也开始为“马
路经济”“地摊经济”松绑。

一段时间以来，地摊被当做
“脏乱差”的代表，直接与城市形
象挂钩。但实事求是地讲，人们
反对的并不是“地摊经济”本身，
而是其失序、混乱的状态。地摊
与城市形象不冲突，我们对城市

的“品味”常常从市井小吃开始。
更别说唐朝长安东西市、宋代清
明上河图如何令人千古神往了。

为“地摊经济”的松绑，不能
仅放在“应对疫情冲击和加快恢
复、稳定就业”的背景下进行，还
须提高精细化、科学化、人性化
的城市治理能力。管控地摊不
能光图省事，一禁了之；放开“地
摊经济”，也不意味着一放了之，
需要有政策措施的配合，有管理
服务的提升。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观点碰撞

城市中除了“城”，还有“市”

扫描微信二维码看淄博
各区县地摊、夜市地址

淄博各区县积极开设夜市搞活地摊经济
立好规矩精细管理 城市气质味道都要足

6月1日，柳泉夜市正式开门迎客。

6月4日晚，柳泉夜市人气很旺。

6月4日晚，市民在甘家大集夜市。
5月14日，在悍码头小镇吃

饭的人们。

5月10日，“黄桑淄味”美
食一条街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