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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松绑地摊经济、重现城市烟火味

一、热点概述

5 月 28 日，李克强总理在两会闭幕后的记者会回答有关就业问题时，提到这样一个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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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普

遍认为，这是为松绑“地摊经济”释放了信号。据报道，成都、广州、许昌、杭州等地已经开始为“马

路经济”“地摊经济”松绑。

之后，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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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是为促进“地摊经济”发展进一步松绑。

6月 1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在考察山东烟台一处老旧小区时，来到一家名为“苏家麻辣拌”的熟食摊

前，问摊主疫情期间受了多大影响、是否享受到房租减免，员工工资能否照发等。这位个体老板说，疫

情期间生意几乎没了，但房租减免了 4个月，总算渡过了难关。现在经营基本恢复了正常，加上又允许

在店外摆摊，很受市民的欢迎，人气慢慢回来了。李克强关切地询问围拢过来的商户和摊主，前几个月

收入降没降。大家普遍反映差不多降了三四成，好在国家及时出了扶持政策，总算挺过来了。一位摊主

对总理说，我们现在活过来了，将来我们要报效国家、服务社会。

二、专业点评

1.中国青年报：

堵，实不如疏。想要释放地摊经济活力，需要精细化管理配套，需要制度化用心设计。这不仅考验

一个城市的活力和包容度，也是监测考验一个城市以商业为基准、绣花管理的水平。不光图省事“一禁

了之”，不过度泛滥而影响居民生活，地摊经济最舒适的状态，应是在“放”和“收”之间找到平衡点。

政府要有主动服务意识，又要有合理的管理制度。

2.新华网：

既要有温度，也要管到位；既要倡导文明，也要着力改善民生。以此次中央文明办的调整为例，不

将占道经营等作为考核指标，并不意味着马路上就可以混乱无序。相反，各地各部门应细化管理措施，

引导摊贩集中规范经营，用更有效的管，实现更好的放，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城市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城市环境，同样是文明城市创建的应有之义。

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治理靠人民。只有精准捕捉群众需求“靶心”，善于汲取群众智慧，从关心、

改善群众的细微处着手，把调研的成果、群众的诉求转化成决策依据，才能推动形成精准有效、群众拍

手叫好的好政策，真正让群众得实惠、城市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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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州日报：

近年来，城市治理能力不断“升级”，早已今非昔比。相信各地已有足够的智慧和“工具”管好这

一“经济+治理”课题。比如，管理要跟上。因地制宜划定区域，明确营业时间，采取备案制管理，借

力新技术探索常态化监管，让每一个摊位都“数字化”，可查询、可追溯。比如服务要到位。垃圾及时

清运，噪音污染需有力提醒，扎堆、聚集则要有序引导……放开地摊经济，本就不是一“放”了之，需

要管得更多、更细，需要下足“绣花功夫”。

地摊经济，会更红火，这是趋势。当然，加强服务、引导、管理，宽严相济，这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4.金羊网：

“地摊经济”要想真正惠及民生，避免“看起来很美”，应当在“放”的同时，“管”要跟上，“服”

要到位。因为，在传统印象中，摆地摊和占道经营、喧哗扰民、脏乱差联系在一起。然而，这并不是“地

摊经济”本身的“原罪”，而是与城市管理水平和治理效能的高低有直接关系。国内一些有名的集市之

所以经久不衰并成为“网红打卡地”，究其原因还是该城市以先进管理为依托、便民服务为中心，多方

共赢为目标，共同参与维护的良好结果。

三、出题方向

（一）综合分析

1.今年，李克强总理在两会闭幕后的记者会回答有关就业问题时，提到这样一个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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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普遍

认为，这是为松绑“地摊经济”释放了信号。之后，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在今年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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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综合分析（时政热点题）——答题结构【背景点题-分析意义-提出建议-展望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背景点题：

城市治理如何彰显秩序规范与人情温度，一直是横亘在管理者面前的两难困境。而今，处在后疫情

阶段逐步恢复生活生产的我们，如何面对各行各业、正常生活受到的冲击，政府通过政策松绑与灵活操

作，释出了诸多善意，指明了新的方向——松绑地摊经济，提振民生消费。

第二步——分析意义：

意义一——直接意义：保就业（提供了一系列创业、再就业岗位与机会）、惠民生（为居民群众提

供了更多物美价廉的消费选择）、促销费（便利消费，提供更多消费机会，提振消费信心）

意义二——根本意义：作为未来经济统筹规划中的重要一环，松绑、扶植“地摊经济”也是在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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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小小微企业合理规范升级，为疫情复苏后的经济整体规划打好基础。

意义三——长远意义：进一步丰富“文明城市”“宜居城市”的内涵，提升城市的软实力、吸引力，

让城市拥有靓丽市容、丰富文化生活之余，也更具有人间烟火气，拥有击溃磨难的弹性活力。

第三步——提出建议：

建议一——“松”与“紧”结合：要为地毯经济、夜经济全面松绑之余，也要懂得同时不放松审核

的准绳，即在为下岗职工、待业人员提供再就业、创业的资金、补贴等帮扶支持，也要遵照证照审批的

必要流程规范卡好“门禁”，做到严进宽出。

建议二——“疏”与“导”抓实：要为“打游击战”的流动摊贩，规划摆摊区域甚至固定摊位，让

游击队转化为正规军。其目的，是为了做好统一的规范化“引导”，制定摊点卫生、夜市安全秩序、噪

音防止等相应规定规范，统一化管理。

建议三——“小”与“大”看清：学会抓大放小，应时而动，顺势而为。对于地摊经济的管理政策

和方式是不断推进变化的，因此我们要学会认清时局，紧跟时代发方向，懂得该管什么、该放什么，该

引导什么、该严控什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能够让地摊经济细水长流，在提振经济的大形势下发挥最大

的效能。

第四步——展望结尾：

地摊经济不能只是“急就章”，如何能够整体规划、合理引导、长远发展才是“见真章”。挖掘地

摊经济的民生情怀、人文特色，走出脏、乱、杂的固有怪圈，将“小地毯”发展成“大品牌”，我们还

要应对得更多，思考得更深，才能走得更远。

（二）处理对策题

你们辖区响应“逐步恢复地摊经济”的号召，开放部分街道作为摆摊试行区域。经过一个月的试行，

整合管理人员反馈、居民投诉，存在以下问题：

（1）夜市直到凌晨都在营业，噪音影响了沿街居民休息；

（2）街道摊位、来往行人导致拥堵，街边出现白色污染、厨余垃圾；

（3）由于这片区域的小贩众多、物美价廉，导致周边居民都来消费，容易滋生治安问题；

（4）有消费者投诉购买到假货，投诉无门。

请问作为试行区域的负责人，你会如何处理上述问题？

◎审题判断——处理对策题——答题结构【意义点题-整合问题-提出对策-长效善后】

◎解题思路

第一步：意义点题

对策类型题，入题并非最重要的板块，不需着墨太多，但是必须要有。建议以政策、行为的意义和

目的为切入点，两三句话完成入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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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在疫情攻坚期已经结束，亟待全面复工复产的当下，如何做好促就业、

保民生、稳经济，成为横亘在目前疫情影响下经济复苏的关键难题。我们辖区为此专门划拨区域，开辟

摆摊试行点，通过地摊经济带动民生就业，取得了一定成果，也收获了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把中央的

决议贯彻落实，让群众能享受到新惠民政策的福利，提振抗疫复产信心，我们会整合问题，集中解决：

第二步：整合问题

近来，这样分条罗列问题的对策类题型愈来愈多见。这类题目虽在阅读量上会有所增加，但在审题

方面其实是降低了难度：出题方已经帮你条分缕析的总结好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只需我们偶尔合并一下

同类项即可。

譬如这道题，可以将题中涉及到的问题归纳总结为：（1）噪音扰民问题；（2）卫生秩序问题；（3）

公共治安问题；（4）诚信经营问题。

第三步：提出对策

（1）严控夜间经营时限；分贝仪实时监测；沿街居民楼外侧可加装隔音玻璃。

（2）制定摊主摊位“三包”制，进行卫生管理评分、评级，与摆摊资格挂钩；加强清洁员早中晚

三次清扫工作；完善落实垃圾分类政策。

（3）加强保安巡逻，维持秩序；在街道两侧设置治安岗亭，方便第一时间处理纠纷，上报；夜晚

可酌情安排接驳线路，解决“夜经济”的治安问题。

（4）严格审核摊主资格，抽检摊位商品、食品等合格证；联系消费者协会，成立负责专员，方便

及时联络。

…………

第四步：长效善后

在以上有针对性的对策制定完成后，要继续加强监督、落实情况。并且根据具体的形势变化，调整

对策，或加强部分应对方式。让“地摊经济”在城市治理的加持下，更加规范，塑造“小摊位、大民生”

的治理典范。

四、名言警句

1、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李克强总理

2、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郑板桥

3、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4、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

5、便民不扰民，放开不放任。

6、要放水养鱼，不要拔苗助长。

7、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

8、贩夫走卒，引车卖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