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允許一堅持」
允許設置臨時佔道攤點攤區、

允許臨街店舖臨時越門經
營、允許大型商場佔道促
銷、允許流動商販販賣經
營、允許互聯網租賃自行車
企業擴大停放區域，堅持
柔性執法和審慎包容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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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項機制」
攤點攤區設置引導機制、商

販攤主清潔衞生責任機制、群
眾投訴現場快速處置機制、商
販攤主容錯糾錯機制、商販攤
主榜樣示範機制、商販攤區擇
優拓展機制、攤區安全防護機
制、城管巡查服務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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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的簇錦街道成都的簇錦街道
太平園中三路以綠色太平園中三路以綠色
地氈劃分出指定擺攤地氈劃分出指定擺攤
區域區域。。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向芸記者向芸 攝攝

■■ 春熙路夜市是一代老成都人的珍貴記憶春熙路夜市是一代老成都人的珍貴記憶。。
圖為圖為20012001年年44月月2424日日，，春熙路夜市熱鬧的春熙路夜市熱鬧的
「「最後一晚最後一晚」。」。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商家出攤佔道經營避開了盲道商家出攤佔道經營避開了盲道，，供行人通過供行人通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向芸香港文匯報記者向芸 攝攝

位於成都市錦江區的春熙
路，早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
放後，曾與緊鄰的青年路一
起，迅速成為中外聞名的「西
南第一街」。當時，青年路率

先自發形成了沿街叫賣的市場。擁擠的「大
篷車」、路邊攤，熙熙攘攘的人群，都是老
成都人鮮明的時代記憶。

1993年的《經濟日報》曾這樣描述當時的
春熙路夜市——「執勤人員揮手，拉攤架的
扛貨的便爭先恐後一路小跑去搶佔位置，手
忙腳亂地搭架掛貨」「轉眼之間，在不到500
米長的地段，平地湧出460多個貨攤，服裝、
鞋帽、工藝品、玩具等應有盡有，此起彼伏
的叫賣聲、錄音機播放的音樂聲。」

2001年5月8日，成都市政府對成都市春熙
路商業步行街改擴建工程全面啟動，春熙路
夜市因此被停。2002年2月，春熙路改造竣

工，春熙路商圈成為成都最繁華的商業街。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璐說，當年的

青年路和如今的地攤、夜市，都對促進就業有
着較為直接的帶動作用。「特別是對一些受疫
情影響暫時出現困難的行業和人群來說，『地
攤經濟』相當於是一種過渡。」

管理難度大 可用「註冊制」
「從宏觀經濟環境、城市發展進程、人們

生活水平的提高、技術發展所帶來的購物方
式改變等角度來看，今天的『地攤經濟』必
然會和當年有很多不同。」劉璐並稱，地攤、
夜市的重啟，對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市容市貌、交通通暢、食品安全、環境污
染等問題都需要注意。

「因為（流動攤位的）流動性，這種情況的
管理難度更大，可以引入類似『註冊制』的方
式進行規範，如在社區一級的管理部門進行簡

便的註冊後，再在當地的指定區域擺攤設點，
這樣可以規範和處理多個細節問題。」

劉璐表示，在城市越來越多「鋼筋水泥森
林」的情況下，地攤、夜市不必再如當年的青
年路一般集中，而是可以下沉到社區，方便市
民就近購物，促進社區消費規模。

成都是內地率先「試水」為地攤、夜市「鬆綁」的城市。截至5月

21日，「地攤經濟」帶動當地新增就業崗位約十萬個。地攤的回

歸，在打通民生經濟的同時，也對城市管理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成都不同區域的地攤經營點，各個區域根據實際情況確定管理

方式，在經營和市容等方面取得平衡。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一排綠色地氈、20個固定攤位、
每個攤位貼有一至兩個號

牌……在簇錦街道太平園中三路，曾
經在附近商圈「打游擊」的流動攤販
們，如今都集中到了這個近百米長的
「便民佔道攤區」（下稱攤區）。
賣水果的崔大姐在三輪車上貼了兩

個號牌：綠色17號、藍色20號，分
別對應上午7時至11時和下午3時至
8時，有效期從5月 15日至 6月 15
日。「我每天可以在這兩個時間來這
裏擺攤。」
據了解，臨時佔道經營證根據不同

時段標記為3個顏色，目前這裏的20
個攤位共有47個攤主在不同時段出
攤，實現定時、定點、定人。
崔大姐說，由於租不起門面，她以前

都是東跑西跑到處賣，有城管來就要
躲。「現在有了固定擺攤點，每天上下
午按照號牌的數字，擺在指定的位置就
行，心裏踏實多了。旁邊就是地鐵站，
周圍上班的人也多，生意還可以。」
順着攤區從頭走到尾，只見以綠色

地氈劃定的經營區域內側的人行道通
暢整潔，沒有攤位越界或是擠佔盲
道，而外側則是騰出了原先的汽車停
車區的幾個車位以彌補人行區，讓行
人能夠如常通行。天色漸晚，有準備
收攤的攤主清潔着攤位周圍的地面。

實名備案學法規 定時持證出攤
簇錦街道辦事處副主任王正國說，

想在這裏擺攤的商販要在街道進行實
名備案，學習相關法規並簽訂經營承
諾書後便可發放臨時佔道經營證；涉
食品加工的，還需辦理健康證。
夜色漸暗、華燈初上，春熙路「壹
購潮流」廣場門前的空地上，36個攤
位呈弧形排開。人們在各個攤位前駐
足，有的試戴各種小飾品、有的輕嗅
香水、有的對針織娃娃愛不釋手……
這是「壹購潮流」廣場營運經理葉楊
樂於見到的一景。

商場外開集市 客流復近九成
葉楊說：「我們3月1日復工，3月

的客流量只恢復了20%左右，4月做
了線上引流活動，但整體人氣和客流
恢復還是不盡如人意。」葉楊表示，
成都出台「五允許一堅持」政策後，
他們萌生了在商場外做集市的想法。
「第一季持續到5月底，商場客流量
恢復到89%。6月初開始的第二季，
我們引進了一些文創商家，希望更多
地聚集人氣，讓場內外形成聯動。」

餐飲外擺需提供經營示意圖
從「收進去」到「擺出來」，需要

有效處理好「疏」與「堵」的關係。
錦江區春熙路城管執法人員周蘭表
示，要找到這一平衡點，在於「一類
一案、一街一策」的探索。
目前，春熙路街道辦事處已針對

商場佔道促銷、餐飲外擺、流動商
販佔道經營等分別制定了管理方
案。商家提交申請後，春熙路綜合
執法協調辦公室會現場勘查，並在
試運行期間廣泛徵求周邊居民、商
家的意見。此後，由春熙路城管綜

合執法隊進行統一管理，社區、工
商、衞生等職能部門相互配合、協
助管理。
「比如餐飲外擺，除外擺經營時

間、性質、種類、範圍等信息外，我
們還要求提供外擺經營示意圖或手繪
圖，以便規範管理。」
周蘭說，相應的監管機制也在同步

完善，如外擺出現違規或投訴時，城
管綜合執法隊會下發整改通知單；第
二、第三次則分別責令商舖暫停佔道
經營一日、一周。據悉，目前暫未出
現下發第二次整改通知單的情況。
周蘭並稱，商家們也更願意主動出

謀劃策了。「比如提出在商場空地上
做集市以吸引人氣，主動把店面門口
的共享單車擺放整齊，環衞工人在中
午用餐高峰時段協助清掃白色垃圾
後，免費提供一頓午餐作為回報
等。」
「現在都是在探索，哪種方法在實

踐中更好用、哪個方案更符合區域的
特點，我們就怎麼做。」

儘管已經在成都上學、工作、生活了多年，但如此近距離地觀察一條條街
道、一個個社區，仍然有一種新鮮的體驗。

從「五允許一堅持」升級到「八項機制」，城市管理的創新，為這座城市
帶來了煙火氣，也為工作、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人們打開了新的一扇窗。

這扇窗是什麼？在店家看來，是「讓顧客得到了方便，讓我們賺到了錢，
能安安心心做生意」；在市民看來，是「午飯後買回辦公室的一束花，回家
前買給孩子的一袋水果，生活裏有了小確幸」；在城管人員看來，是「以前
我們上門總會被大部分人認為是『找事』，現在大家都更支持我們的工作
了」……

一切都在向好的同時，環境衞生、噪音擾民、食品安全、交通通暢等也成
為繞不開的話題，更加考驗着城市治理智慧。

「放而不亂、管而不死」，需要更加精細地把握管理城市與方便市民、
規範市容秩序與助力經濟發展的關係。

讓地攤、夜市激發商家經營和百姓消費活力，成為穩就業保就業、
穩民心保民生的「長效藥方」，需要各方積極參與其中、共建共
治共享。

而這些都將是未來需要解決的課題。

上午11時，天府二街蜀都中心商
業街區入口處，一家餐飲店老闆王
斌在店門口撐開大傘、擺出桌椅，
準備迎接即將從周圍寫字樓裏湧來
的客人們。王斌表示，疫情期間餐
館停業一個多月，虧損了近4萬元
（人民幣，下同）。他坦言，由於
店面小、房租貴、人力成本高，每
個月的開銷接近8萬元。如果不讓外
擺，店裏員工起碼減少一半，生存
堪憂。
「允許外擺後，店外增加13張桌

子，客人有位置，我們有收入。除了
周末，現在每天能有5,000元左右的
營業額。」「相比疫情前，生意恢復

了大概八成，還多招了4名員工，也
算是提供了一些就業機會。」
在該商業街區，每個店舖外都擺

放了物業統一定制的花箱（即放花
的箱子），為商戶外擺劃定了固定
區域。每個店舖也都貼有統一樣式
的「商業外擺區域使用承諾書」，
上面有店家的簽名、手印，還列了
10條承諾內容，包括外擺區域、外
擺時間、「門前三包」等內容。
「比如『包衞生』，我們和保潔
人員隨時都會對外擺區域進行清
掃，每天中午、晚上停業後商戶還
要用除油劑等進行專門清潔，確保
區域乾淨整潔。」

街道劃定外擺區
小店生意復八成

早年沿街叫賣 今宜搬入社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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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城市治理
需要各方參與

■■臨時佔道經營根據貼在攤販上臨時佔道經營根據貼在攤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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