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3年8月29日 星期二 编辑 赵欣 校对 赵欣 电话 4396827 E-mail：xccbbjb@163.com关注

核心
提示

疏堵结合

响应群众呼声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一方面，人们希望城市安静、干

净；另一方面，流动商贩要谋生、市
民要消费。如何兼顾“市容”与“繁
荣”，的确颇费思量。

许昌在中心城区设置92个农副

产品便民疏导点，流动商贩只要向
属地城管部门申请，即可在规范场
所内文明经营。

这样做，商贩可以舒心经营，市
民可以省心购物，城市管理者也不
再“执法难”。

其实，在城市里划定区域、开辟
空间，“宽容”马路市场，“松绑”流动
经营，不是城市管理的退守缺位，而
是社会治理的提档升级。

这恰恰是一座城市应有的温情
和“烟火气”。

市区农副产品便民疏导点热闹有序 记者 张铮 摄

中心城区设置 92个农副产品便民疏导点

善的N次方，是这座城市的心跳
□ 本报记者张铮通讯员张冠男

城市管理不仅在于“堵”，更在
于“疏”。

流动商贩分布于城市的各个角
落，与居民的生活“深度契合”，是城
市“烟火气”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在兼顾市容市貌管理、就
业谋生需求以及方便群众生活的同
时，有效缓解矛盾、形成良性秩序，
考量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和水平。

8月25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执
法支队了解到，中心城区已设置 92
个农副产品便民疏导点，用温情留
住“烟火气”。

当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市区光明路
西段的农副产品便民疏导点，看到 100 多
个摊位整齐地排列在道牙上，来此购买蔬
菜、水果的市民络绎不绝。

“先尝后买！”33 岁的杨志刚和妻子一
边摆上新卤好的酱猪手、鸭翅根，一边招
揽着顾客，四溢的卤香也吸引着顾客前来
尝鲜。

“茴香多少钱一把？”“给我称几斤土
豆”……上午的白庙后街热闹非凡，一个
卖 蔬 菜 的 摊 位 前 围 着 几 名 顾 客 ，有 的 问
价，有的挑选蔬菜。摊主付秀琴和老伴儿
不停地忙碌着，装菜、过秤、收钱，动作娴
熟。

记者注意到，在这个农副产品便民疏
导点，几乎每个摊位旁都有用来收集烂菜
叶等垃圾的塑料筐、麻袋等，“摊走地净”
已经成为摊主们的自觉行动。

在中心城区，像这样的农副产品便民
疏导点有 92个。

我市城管部门按照“便民利商、疏堵
结合、规范有序、活跃经济”和“主干道严
禁、次干道严控、背街小巷规范”的原则，
在中心城区设置了 92 个农副产品便民疏
导点，旨在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

其实，对流动商贩温情相待，在许昌
已是“约定俗成”。“在探索城市管理的堵
疏结合、文明执法中，许昌城管一直走在
全国前列。早在 2009 年，我们就在市区范
围内开放了一批便民规范点及小工业品
市场，容纳了不少流动商贩。”市城市管理
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说，比如文化路便民
规范点，设置以来就一以贯之地兼具“市
容”与“繁荣”。

在市区文化路便民规范点卖山药的
张霞说，10 多年前她跟随丈夫从商丘老家
来 到 许 昌 。 为 了 谋 生 ，他 们 开 始 摆 地 摊
儿。从最初四处摆摊儿卖袜子，到目前在
文化路卖山药，虽然每个月的收入只有几
千元钱，勉强维持家用，但日子过得平淡
而幸福。

夏季瓜果上市时，不少外地瓜
农也看好许昌的消费市场和经营环
境，陆续进入许昌市区销售西瓜。

“这时候设置季节型农副产品
便民疏导点，就很有必要了。”该负
责人说，他们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市
区流动商贩经营的特点和时令瓜果
季节性销售的特点，把农副产品便
民疏导点分为常设型和季节型。

据了解，对于常设型农副产品
便民疏导点（期限为 1 年），各区城管

部门按照合理布局、方便市民的原
则 ，选 择 辖 区 部 分 城 市 支 路 、断 头
路、背街小巷、闲置场地等有流动商
贩 集 聚 和 市 民 需 求 的 区 域 进 行 设
置，引导流动商贩进场经营；对于季
节型农副产品便民疏导点（期限为 6
个月，即 5 月至 10 月），选择部分城
市支路、背街小巷、小区门前空地等
市民有购物需求、不影响交通的区
域进行设置，引导瓜农、果农定点、
定时、定规模规范经营，解决季节性

新鲜瓜果销售问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农副产品

便民疏导点利用道路设置时，须单
侧设置且在道牙以上，不得占用机
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该负责人说。

此 外 ，城 市 窗 口 地 段 、广 场 游
园、公共绿地、交通路口、桥梁、地下
通道、政府办公区域周边等严禁设
置；在幼儿园、学校周边设置时，须
距校门口 300 米以上；如因上级政策
调整，疏导点按要求暂停或关停。

农副产品便民疏导点，一头连
着流动商贩的生计，一头连着群众
生活的和谐便利，体现着城管部门
的人文关怀和服务转变。

“在管理上，我们按照‘五统一、
六不准’的要求，打造规范有序、整
洁安全、充满活力的便民疏导点，激
发城市活力，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
管理温度。”该负责人说。

“五统一”即统一标识引导，在
农副产品便民疏导点起止位置设立
标 识 标 牌 ，明 确 起 止 位 置 、经 营 范
围、监管单位、监督电话；统一定点

画线，在农副产品便民疏导点起止
位 置 、摊 位 前 后 限 定 区 域 ，画 出 定
位 标 线 ，限 定 摊 位 长 度 ；统 一 经 营
品类，农副产品便民疏导点内限定
农 副 产 品 、时 令 瓜 果 的 零 售 经 营 ，
不得堆放蔬菜、瓜果等从事批发经
营，不得有活禽宰杀、水产品、屠宰
等 品 类 入 内 经 营 ；统 一 经 营 时 间 ，
夏秋季节：6 时至 20 时、冬春季节：8
时至 19 时，不得提前、推迟；统一垃
圾清理，环卫部门根据需要放置足
量 垃 圾 收 集 容 器 ，确 保 垃 圾 不 落
地。

“不准超出指定区域经营，各摊
位不准超出摆放范围，划定范围以
外不得摆放其他经营工具和物品，
实现摊位和车辆摆放整齐、停放有
序。”该负责人说，在农副产品便民
疏导点内，经营者不得采用高音喇
叭或音响设备招揽顾客，严禁噪声
扰民。

此外，如需进入农副产品便民
疏导点经营，商贩可向属地城管部
门申请，备案后便可入驻经营。入
驻 商 贩 不 得 将 疏 导 点 内 的 摊 位 转
卖、转租他人。

更加细化

分季节型和常设型

规范管理

做到“五统一、六不准”

用温情留住“烟火气”

■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