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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松绑点亮地摊经济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在疫情后经济复苏的大环境下，地摊——这一古老的氤氲着市井气息的商业模式，在需

求和政策的双重刺激下渐渐苏醒，并以极快的速度遍地开花。在铺天盖地的网文中，摆地摊成为万众狂欢。在现实生活
中，它是实实在在的百姓生活与城市管理大问题。（摘编自《成都商报》《漯河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半岛都市报》）

现象
摆摊不再“打游击”多赚千元

5月30日，媒体报道了一
名 90 后成都姑娘与街边地摊
的故事：26岁的傅傅白天在服
装公司上班，晚上摆地摊，“5·
20”那天用自己勤劳所得购入
一辆二手奥迪。每次摆摊，傅
傅会录视频或者直播，目前她
拥有6万粉丝。

此前，3 月 15 日，成都出
台“五允许一坚持”服务措施，
在保障安全，不占用盲道、消防
通道，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卫
生等前提下，允许商贩占道经
营。这一政策促进数万人就
业，傅傅是其中之一。截至 5
月28日，该市设置临时占道摊
点、摊区2230个，允许临时越
门经营点位17147个，允许流
动商贩经营点20130个，增加
就业人数 10 万人以上。5 月
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
记者会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
说：我们西部有个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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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发言被
解读为：总理为地摊经济点赞。

摆地摊从业门槛低、失业

风险小，解决了一些市民就业
难问题。成都水果摊主刘凤莲
说：“我没什么其他技能，又租
不起门面，就摆摊卖水果。之
前一直和城管‘打游击’，收入
不稳定，压力好大，现在心里踏
实多了。”刘凤莲和老公靠着卖
水果养活一家 6 口，允许摆摊
后，现在一个月收入 3000 多
元，比之前增加了1000多元。

除了成都，地摊经济在很
多城市渐渐火热。郑州 35 岁
的刘新成开着面包车，在路边
摆摊销售西瓜等水果，并通过
一款短视频App进行直播。直
播带货线上线下共同销售，刘新
成一晚上能净赚200元左右。

“白天上班，晚上摆地摊”
正在成为很多年轻人的真实写
照。为了给这类人群提供做小
生意的工具，上汽通用五菱汽
车推出了一款车厢可自动打
开、上锁的“神车”。受此影响，
五菱汽车股价暴涨。

政策
城管打电话喊商贩去摆摊

6月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山东烟台考察时表示，
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

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
“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事实上，地摊经济对中国
人而言并不陌生。上世纪 90
年代末，出现较大规模下岗现
象。当时大力发展夜市经济，
人们摆地摊卖杂货、做餐饮小
吃，帮助很多家庭渡过了难
关。后来随着政策变化，地摊
经济在全国很多城市逐步销声
匿迹。受疫情冲击，今年稳就
业保民生形势严峻。允许地摊
经济存在，既可以创造大量就
业，又能为低收入者提供廉价
商品与服务，一举两得。3月，
成都率先为地摊经济松绑。中
央文明办近日明确要求，在今
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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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5 月末，郑
州、长沙、西安、大连、青岛等多
个城市提出放开地摊经济。

随着从中央到地方对地摊
经济政策上的松绑，城市街道
里熟悉的烟火气回来了。这两
天，一则“城管打电话喊商贩去
摆摊”的消息火遍网络：江西瑞
昌市不少小商贩接到了城管队
员打来的电话，后者动员他们

到指定地点摆摊经营。据报
道，为释放地摊经济活力，瑞昌
市城市管理局在城区设置了流
动摊贩临时摆放点，为市民提
供灵活多样化的便民服务。

声音
改变“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地摊经济让越来越多的城
市有了“烟火气”。但是，占道
经营制造交通拥挤以及环境卫
生、噪音扰民、产品质量、食品
安全等问题，都是绕不开的话
题。“以往，我们对非门店经营
这种业态管理不足且容易激化
矛盾。此次疫情从另一个程度
上打开了城市管理的‘政策之
窗’，相关部门应该抓住这次契
机，对传统的管理理念、手段和
方式做出调整，彻底改变‘一放
就乱、一收就死’的管理方式。”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
理学院教授任勇认为。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理事、
青岛市委党校博士李光全表
示，对于地摊经济，应在温度和
法度之间实现一个平衡。此
外，地摊经济还应该有一个准
入制度，明确哪些行业属于鼓
励地摊经营的，哪些行业属于

限制的。实际上，实现“烟火
气”与“文明风”同步，打造地摊
经济“升级版”，让地摊告别“脏
乱差”的粗放无序阶段，是许多
城市正在做或即将做的事情。
在两个多月的实践基础上，成
都市于 5 月 28 日出台“升级
版”政策，明确了摊点在哪儿
摆、何时摆、怎么摆、市民出现
投诉怎么办等具体办法，以制
度化的方式找到治理城市与方
便群众的平衡点。其中，针对
前期占道经营中一些点位出现
的噪音、油烟扰民现象以及食
品安全等隐患，成都市加大监
管力度，由城管联合公安、市场
监管、商务等部门，建立协同监
管和现场快速处置机制。而对
于经营者，成都正在建立“三单
制”警示机制，第一次违规会发
放“粉色”宣传单；第二次违规予
以教育提醒，发放“黄色”提醒
单；第三次违规予以容错纠错，
将发放“白色”行政处罚告知单。

成都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总队总队长刘践说，放活地摊
经济考验城市精细化治理水
平，相信机制逐步理顺以后，城
市管理会越来越顺畅，地摊经
济会越来越有活力。

夜市中摊贩架上直播设备，线上线
下同时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