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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走进榆次老城夜市 感受城市“烟火气”

夜幕还未降临，山西省晋中市榆次老城夜市已是人流熙攘，美食飘香。 撒满调料的羊肉串，在铁板上吱吱冒油；浇上

一勺肉汤，一碗色香味俱全的米粉出锅；青色的小龙虾在猛火下随着炒锅上下翻飞……叫卖声、音乐声、吆喝声此起彼

伏，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与老城古韵相映成趣。

发展夜经济，不仅是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载体，更能折射出一个城市的管理温度。 如何既考虑小摊

小贩的生计之需，又契合城市的管理要求，高质量发展城市夜经济。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走进榆次老城夜市，感受城市

“烟火气”中的精细化管理。

一场座谈会

让城管管理与商户自治相结合

一年前， 水果捞摊主刘爱军还在推

着三轮车“走街串巷”，一边做着小本买

卖，一边还得躲着城管人员，食品安全、

市容环境、交通秩序更是无暇顾及。 有

个固定摊位，成了他最大的愿望。

坐商李德才经营大盘鸡店面已有

15 年，“以前没规矩， 一百米长的街道，

不仅堵车，还堵人，游商坐商经常为了

抢占摊位吵架、打架。 ”李德才回忆，垃

圾油污满地、人行道上全是摊位，人流

多但是消费少，他开始萌生去意。

城市要有小商小贩， 但规范经营迫

在眉睫！

年初， 晋中市出台打造城市“烟火

气”集聚区的实施方案，决定在居民集

中、消费密集的菜市场、餐饮街、早夜市

等场所，建设公园便民经营集市、临时

性便民经营点、汽车后备箱市场等一批

“烟火气”集聚区。

“在不占用消防通道、 不影响行人

通行、不噪声扰民、不污染环境、不影响

安全等前提下，允许坐商利用门前区域

开展经营活动，引导游商就近进入便民

经营点‘提篮小卖’‘摆摊经营’。 ”晋中

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李峰介

绍，晋中市详细规划了“烟火气”市场位

置，明晰了商户守则、外摆管理细则等

一系列规范。

方案出台后， 负责榆次老城夜市片

区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西南街

道分队将相关部门、坐商、游商代表组

织起来，召开座谈会讲解政策 ，商讨夜

市规划和运行管理。 根据摸底情况，大

家商定了具体摊位数量和布局，刘爱军

等 17 个游商经过申请“进驻 ”夜市，有

外摆需求的坐商建立“一户一档”后，有

序外摆、晨出夜收。

西南街道分队队长张瑞江介绍，结

合夜市特点，他们采取了城管管理与商

户自治相结合的办法，在商户中每 3 至

5 户选出小组长、5 至 10 户推选片长、

一条街成立街长，对经营商户实行网格

化管理。“片长和网格长的职责是管理

市场秩序、监督不文明现象 、维护商户

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对接城市管理执法

部门，为大家营造舒适的营业环境。 ”张

瑞江说。

经过所有商户协商一致， 夜市确定

了“八统一”：统一定点划线经营、统一

制式遮阳棚、统一编号以及统一灯箱招

牌。 从事餐饮经营者，统一桌凳、地面铺

装、工作服装、摊点操作台面，必须使用

天然气、液化气、电等清洁燃料，餐具清

洁并经消毒处理，用水、用电符合消防

要求，持有健康证并符合食品卫生管理

有关规定。

“从街边搬到集中的地方， 环境好

了很多，大家自觉规范经营，人越来越

多，生意越来越好。 ”刘爱军说。 在李德

才的大盘鸡店，热情的吆喝声中，等号

的顾客已经排到 20 多号，“人数翻了 5

倍，招聘告示已经贴出来了，准备加派

人手。 ”对这一天，李德才期待了很久。

温情规范执法

让摊位“乱而有章”、井然有序

“老板，这里是消防通道，咱把桌椅

往后撤一撤 ，既不占用消防通道，也不

影响你做生意。 ”每天例行巡查的经营

主方亮是榆次老城夜市的街长，在此经

营 20 年，见证了夜市的每一次变迁，他

把榆次老城夜市再次“火”起来的秘诀

概括为四个字：乱而有章。

“夜市处在老城中心，南北一百米，

有 70 多家坐商和 20 余个游商，小吃、水

果、烧烤、礼品等应有尽有，车流量大、

人流量大、商户量大。 ”方亮说，夜市虽

然繁杂，但经过精心规划，在经营上严

格管理，大家都自觉遵守规则，维护市

场环境。

“乱而有章”的背后，是“烟火气”回

归的象征，更考验着城市的管理能力。

为了加强管理， 晋中市城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队采用积分制的管理办法，

每个夜市摊点的每月基础分为 100 分，

60 分以下即取消当月设摊资格。 不同项

目有相应的扣分标准，根据不同的违章

行为和程度，一年内连续两月扣完或累

计三月扣完，就会取消当年设摊资格。

“要用绣花的功夫， 提升城市精细

化管理。 ”晋中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队队长李杰介绍，设立“市容秩序”和

“社会形象”两个专项，是积分制的创新

之处。 经营范围内乱牵乱挂、乱堆乱放；

垃圾堆积，油污不及时清理 ；市民投诉

举报噪声、 油烟扰民 ； 管理执法人员

“索、拿、卡、要”等，都会扣除相应的分

数，从而倒逼夜市实现长效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 日常执法过程中，

该执法队推广使用了“扫码纠违”系统。

发现违法行为后，执法队员在手机终端

依法取证，精确记录违法次数、行为、地

址、时间等。 被处罚商户通过扫描罚单

上的二维码 ，查看行政处罚内容，完成

处罚流程。“保证了对违规现象的快速

高效执法， 执法过程更加公正透明，实

现了城市管理的智慧化 、科技化 、规范

化。 ”李杰表示。

据介绍，晋中市采取“首违免罚、轻

违不罚”等温情执法措施，对于轻微违

法行为，以宣传劝导、自主整改为主；对

及时整改到位的，不给予处罚。 有温度、

有力度的管理， 保障了市场健康有序，

城市管理更加精细化、人性化。

阳光精细化管理

在“放”与“管”中寻求平衡

城市化发展程度越高， 城市管理的

任务就越重，疏堵结合成为解决城市管

理难题的重要选择。

城市游商主要由城市下岗工人、城

郊农民、无生活保障的人等困难弱势群

体组成， 售卖的物品价格比较低廉，经

营内容与市民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

“在城市管理中，‘堵’是刚性管理，体现

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疏’是一种柔

性管理，是从方便市民群众生活、满足

弱势群体生存需要的角度来考虑。 ”张

瑞江说， 在疏与堵之间找到平衡点，可

以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据了解，年初，上海公布《关于进一

步规范新时期设摊经营活动的指导意

见》，实行分类分区管理，设置特色点、

疏导点、管控点 3 种类型的摊位。 同时

明确，相关部门形成合力 ，将游商设摊

管理纳入“一网统管”，形成社会共治。

“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就是要健全

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 ”李杰表

示，游商的管理涉及工商税务 、环境卫

生、食品药品等多个行业及地方主管部

门，只有科学合理厘清各部门的管理权

限和范围，健全跨层级 、跨部门协同推

进工作的机制 ， 才能实现疏与堵的结

合 、管理与执法的综合 ，避免“一管就

死”“一放就乱”。

设置疏导点， 也是完善游商管理的

重要方面， 晋中在这方面也做出探索：

设置 20 处限时疏导点，680 多个摊位，

允许经营户在一早一晚两个时段占用

人行道售卖，解决周边无市场，群众买

菜难、买菜远的问题。 设置 93 处修自行

车、配钥匙 、钉鞋“三修 ”摊点，就近服

务，方便满足市民群众的需求。

“疏导点设置应当符合经济发展实

际、民俗民风、市场需求、管理规范等，

引导游商合理合法地开展经营，从‘无

序经营’转为‘相对固定有序’。 ”张瑞江

认为，在工作中，还应完善疏导点摊贩

管理监督考核体系，制定完整的保障与

激励机制，例如可以对合法经营、考核

优异的摊贩实行奖励等。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路灯是最好

的警察。 张瑞江表示，维护良好的市容

市貌，需要全体市民的参与 ，应当进一

步加强宣传与城市管理相关的法律法

规、执行标准等，公开职能部门职责，公

开管理人员岗位职责，让坐商、游商、执

法部门、市民互相监督，实现“夜经济”

的长期稳健发展。 （杨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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