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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类美好生活的载体，
城市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安庆城区 206 处瓜果临时摊棚点
悄然开市，是民生脉动与城市文明
共谱的和谐乐章。当青皮西瓜与
黄澄澄甜瓜在街边排开，瓜农们那
饱含期待的目光，与市民们寻觅新
鲜瓜果的步履，在城市街角交相辉
映——民生最朴素的期盼，正于此
悄然落地生根。

城市的核心要素是人，城以人
为本，人以城为家，城市理应让生
活更美好。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的摊棚点，远非简单的“划地之
利”。统一制作的摊棚样式，是城
市为流动烟火气精心搭设的“屋
檐”；那看似约束的“六不原则”，实
则为市容与生计的和谐共存划定
清晰边界。尤其优先保障本地瓜
农、伤残等特殊群体的政策细节，
更如一道暖流，使城市管理的“规
则”底色中透出浓浓人情味。城管
人员“帮扶性巡查监管”的身影，将

“管理”悄然转化为“服务”，政策温

度便在这无声处自然弥漫开来。
城市文明的深层意蕴，从来不

在于浮华的表象与冰冷的秩序。
它最珍贵的质地，恰在于对每一份
辛勤劳作的尊重与呵护，在于让最
平凡的烟火气能在城市空间安然
栖居。当瓜农们不再于街头巷尾
仓皇躲闪，能安心在摊棚下擦去汗
水；当市民能轻松便捷地购得带着
泥土芬芳的新鲜时令瓜果；当管理
者 无 需 再 与 摊 贩 上 演“ 追 逐 之
舞”……这些和谐的画面，正是城
市文明最质朴、也最动人的注脚。

摊棚虽小，其内却承载着城市
治理的大文章。陈乐科长口中“便
民利民不扰民”的原则，正是以瓜
果为媒，在城市脉络中铺展出的

“三赢”画卷：农人劳有所获，市民
得享新鲜，市容井然有序。这方寸
之间的和谐，恰似城市文明健康有
力的脉搏——它无需宏大宣告，只
在那青藤缠绕的秤杆上、瓜农舒展
的眉宇间、市民满意的笑容里悄然
印证。

城市文明的真谛，从来不是凌
空蹈虚。它最醇厚的滋味，正由瓜
果的甘甜与管理的温度共同酝酿
而成。安庆街头这 206 处小小的
瓜果摊棚，恰如一面清澈的镜子
——映照出一座城市如何让民生
福祉与文明风骨相得益彰：瓜果的
丰饶是民生的底色，秩序的温情则
是文明的进阶。当秤杆抬起称出
公平，当汗水落地化为微笑，那平
凡巷陌里飘荡的瓜果馨香，便是城
市文明最本真、最恒久的芬芳。

瓜果香里飘出“文明风”
刘纯银

为方便瓜农果农销售，
满足市民购买需求，截至目
前，市城管部门已在城区设
置206处瓜果临时销售摊棚
点，其中，迎江区设置69处，
大观区设置58处，宜秀区设
置 33处，安庆经开区设置
46处。

（6月18日《安庆晚报》）

瓜果临时摊棚点一头连着市民，
一头系着瓜农。摊点设与不设、怎么
设，虽是城市治理中的“小事”，却与瓜
农果农的“钱袋子”、百姓群众的“菜篮
子”密切相关。设置临时摊点是民生
所向，但若管理不到位，就容易从“便
利”变成“烦扰”。如何在“放”与“管”
之间找到平衡？关键在于管理“在
线”、服务“在线”、监督“在线”，三者缺
一不可。

管理要“在线”。哪里适合设摊？
哪些群体优先？摊点数量与人流密度
如何匹配？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数据
摸排、民意征集、实地调研来提前解
答。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用精准治理
代替“笼统安排”，让摊点在最需要的
时间、最适宜的位置“上线”。

服务要“在线”。临时摊点不仅是
给农民一个空间，更要给他们一个“能
赚又安心”的平台。要提供统一规范
的棚架样式，减少自搭乱建的风险；要
明确标识、定位编号，便于日常管理；
要加强垃圾处理、卫生指导，确保“来
时整洁、走时清净”。特别是对伤残人
员、老年农户等群体，要加大帮扶力
度，体现出城市管理的温度与关怀。
用精细服务换来文明经营，用暖心举
措激发守规自觉，这样的摊点才更有

“人情味”。
监督要“在线”。规范不是管死，

而是托底。设摊“三个月”，但规范不
能“打折扣”。要通过不定时巡查、网
格化监管，及时发现和处置违规行为；
要坚持“六不”底线，既守住市容，也保
住民心；要建立摊主信用档案，让“守
信者”优先、“失信者”受限，以制度约
束激励良性竞争。同时，对群众投诉
集中的摊点，要及时回应、迅速整改，
实现“定点设摊、弹性治理、快处快办”
的闭环管理。

临时摊点的设置与管理，不仅是
城市管理能力的检验，也是基层治理
理念的折射。考验的不只是“设置几
个摊点”的能力，更是“做细一件事”的
智慧。我们不能把摊贩简单视为“管
理对象”，而应当把他们当作城市生活
的参与者和共建者，只有这样，临时摊
点才不会成为“扰民点”，而是惠民、便
民的“连心点”。

小摊点，大民生。让临时摊点成
为城市一道“风景线”，靠的是执政者
的细心、耐心与责任心。治理之道，贵
在有为、有度。对待临时摊点，既不能
因噪声杂乱而“一禁了之”，也不能因
放开便利而“任其自流”。必须坚持

“放得下”也“管得住”，在开放与规范
之间找准坐标系，在服务与监管之间
画好同心圆。用“治理在线”的主动，
赢得“民心在线”的共鸣，这是城市温
度最真实的表达。

摊点临时管理

要时刻“在线”
孙维国

定点经营、规范管理，城区
206处瓜果临时摊棚点鲜活开市，
这些看似普通的摊位，承载的不
仅是新鲜的水果，更是让服务与
管理在此实现完美融合，彰显出
城市管理者以小见大、服务民生
的大智慧。

入夏后，水果大量上市，一边
是“市民的嘴巴”需要饱尝口福，一
边是“城市的脸蛋”需要严格管理，
如何处理这一对矛盾，我市没有采
取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式管理，而
是通过合理规划、科学引导，为果
农和摊贩提供合法合规的经营场
所。一方面，解决了流动摊贩的生
计问题，让他们无须东躲西藏，能
够安心经营；另一方面，满足了市
民夏日购买新鲜水果的需求，让市

民在家门口就能便捷地享受到实
惠、优质的水果。这一小小举措，
是对城市资源的科学调配、也是对
民生需求的精准对接，实现了市容
市貌维护与民生保障的双赢，体现
出城市治理从“粗放式管控”到“精
细化服务”的跨越升级。

一切利民之策都值得用心呵
护，每项惠民之举都应该用心善
待。把服务瓜果便民“小摊点”这
样的民生实事做实做优，尚需大家
共同努力。作为城市管理者，绘制
并发布可视化“摊点地图”，让市民
按图寻“甜”；倡导便民“小摊点”周
边单位开放临时停车区域，为群众
提供停车便利；为摊位配备遮阳
伞，守护瓜农免受烈日风雨侵扰；
提前在摊位旁设置分类垃圾桶，方

便瓜农与市民处理杂物。作为市
民，面对摊位周边可能出现的短时
交通拥堵，选择绿色出行或错峰采
购，积极配合交通疏导；践行文明
消费理念，主动排队选购；尊重果
农劳动，避免因过度挑选造成瓜皮
果屑散落，增加清理负担。作为果
农，坚持诚信为本，明码标价、童叟
无欺，杜绝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等
行为；自觉遵守管理规范，严格在
划定区域内经营，不私自扩大摊
位、不占用盲道或消防通道；每日
经营结束后，主动清理摊位周边垃
圾，将瓜皮果屑分类投放至指定垃
圾桶，做到“人走地净”……只有大
家一起努力，才能让便民小摊点既

“便民”又“悦民”，真正成为城市服
务民生的暖心名片。

瓜果便民“小摊点”彰显服务“大民生”
艾才国

安庆回祥路一瓜果售卖临时摊棚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