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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展示陈列服务项目废标公告

初夏时节，达州中心城区周边大量
蔬菜上市，不少菜农变身为游摊小贩，进
城售卖新鲜采摘的瓜果蔬菜。人行道
上、街道两旁、市场周边、小区门前……
到处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有别于杂乱
无章的占道经营，那些整齐划一的临时摊
区、物美价廉的农产品、讨价还价的市民
和小贩，共同构成一道独特的城市风景。

城市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在这座
更加热闹的城市中，一个个用黄线画出
来的小方格，装着城市管理者的人文关
怀，既有创新基层治理的温度，又有提升
城市经济活力的热度。当前，达州正在

“创文”“创卫”，基层管理者如何做好地
摊经济的规范管理工作？他们有哪些探
索？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进
行了走访调查。

记者走访
市民出门就能买菜

瓜果蔬菜都是新鲜采摘的

“水果黄瓜，二块五一斤。”“买点小
葱不？早上才扯的。”“买四季豆，便宜卖
了！”早上6点不到，天已大亮。达州南城
一新国际小区门口，不少游摊小贩陆续
进入临时摊区，将新鲜的瓜果蔬菜摆在
地摊上出售，现场十分热闹。

该小区居民鲁先生每天都要来这里
买菜。“农贸市场离得远，我不愿意去，原
来买菜都是去超市。现在好了，城管在
小区门口划了线，允许菜农在这里卖菜，
我们出门就能买菜，很方便。”他说，该小
区居住了2000多人，附近没有农贸市
场，临时摊区的出现，为他们带来了较大
的便利。

在达州西城区和老城区，也有类似
的临时摊区，通川区紫杉公馆农产品临
时摊区便是其中之一。记者走访发现，
在这里摆摊的人，年龄普遍较大，多数都
是当天从城外赶来的。

“我坐了差不多1个小时的车才到。”
一位70多岁的老人说，她种了6分多田的
黄瓜，今年收成好，乡镇上卖不完，就专
门到城里来卖。“摆摊是政府指定的，不
用交钱，只需要走的时候把卫生搞好就
行了。”她说。

“天没亮我就下地了，早上6点过出
门，先坐摩托车，再赶公交车，进城要接
近两个小时。”位于达州市中心医院附近

的临时菜市，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说，新
鲜的蔬菜和鸡蛋很受欢迎。“我种菜从不
打农药，全部是当天采摘的，味道好，城
里人爱吃，1个多小时就能卖完。”

部门说法
尊重群众需求

优先保障困难群众摆摊设点

人行道上、街道两旁、市场周边、小
区门前……近段时间，达州城区的临时
摊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临时摊区
由政府部门划定，既给市民购物带来便
利，又给摊贩找到一席之地，增加了城市
的“烟火气”。

“临时摊区有大有小，但摊区内的摊
位，基本上都是长宽1米的小方格。”达州
市达川区三里坪街道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他们辖区内，超过2000人的小区且
附近没有农贸市场的有好几个，居民买
菜不便。经过多次调研后，他们鼓励社
区因地制宜划定临时摊区解决这一问
题。目前，已基本上探索出临时摊区摊
位大小的科学标准。从前期试点情况
看，摊贩和居民都表示满意。

“要尊重群众的需求，才能获得群众
支持。”对此，达川区城管执法大队大队长
刘杨生表示赞同。他认为，设立临时摊
区，不再对游摊小贩进行驱赶，是一种“变
堵为疏”的好办法。但是，路边摊的增多，
也对城市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临时摊区设置的“初心”，是最大限度
保障好民生——这是达川区部门的“默契”。

为最大限度保障下岗职工、低保
户、残疾人等困难群体优先入驻临时摊
区，达川区城管局严格按照“宣传登记-
资格初审-实地审查-张榜公示”程序严
把入口关，确保每个摊区发挥最大效能惠
及民生。

“摊区多了，我们的工作量也变大
了。”刘杨生说，辖区内设置临时摊区后，
他们每天都要全员出动，对所有临时摊
区开展定时、定期巡查，加强日常监管，
督促商贩将“三包”责任落实到位。同
时，加强和环卫公司的协作配合，确保市
容市貌整洁有序。

截至目前，达川区共设置临时摊区
（点）13个、爱心摊位56个，登记入驻低收
入、残疾人等困难群体400余家，清理游
摊数量同比下降185%，基本实现游摊小
贩从“无序摆摊”到“规范经营”的转变。

模式创新
边探索边总结

长效管理机制已初步形成

设置摊区并不难，难在科学、有效地
常态化管理。如何在摊区设置和维护市
容市貌之间找到平衡点，难度不小。

“我们也在摸着石头过河。”刘杨生
坦言，两年前，达川区政府曾出台过相关
文件，对临时摊区的设置进行指导，但目
前这个文件已过期，新的政策性文件尚
未出台，他们只能按照已有的法律法规
要求，同时结合群众的实际需要和实际
情况，探索性地开展临时摊区划定工作。

此前，达州市达川区三里坪街道办
多次深入社区、小区走访，同时联合城管
部门开展多次专题调研。“农贸市场的管
理模式比较成熟，但不适用于所有临时
摊区。”该街道办相关负责人说，目前，他
们已初步摸索出两种相对较好的长效管
理机制。“一种是社区全权负责，设立公
益性岗位专门管理；一种是经营权承包，
同步落实‘三包’责任。”

与此同时，城管部门也创新“属地管
理+摊户自治+部门监管”相结合的治理
模式——经营品种多样的综合性市场由
属地街道办、社区管理；经营品种单一、
形式相似的由摊户自治；爱心摊位由城
市管理部门监管。

“校园50米外，农贸市场200米外，
可以科学合理地设置临时性摊区。”刘杨
生介绍，与各个街道办联合开展多次调
研后，他们初定了几个必须遵守的原则：
不影响行人通行，不影响消防通道，不能
扰民；临时摊区和摊位的清洁卫生“三
包”责任必须落实到人头；对违规违法者
由执法部门依法处罚。“效果很好，达州
市政府还派人进行专题调研，认为有些
经验可以推广。”他说。

记 者 手 记

“地摊经济”
考验城市治理“绣花功”
柴米油盐是小日子，也是大民生。

地摊重回城市，既是顺应当前经济发展
的现实需要，也体现了城市的人文关怀。

近年来，全国不少城市都在探索“地
摊经济”，山东淄博烧烤和甘肃天水麻辣
烫“火出圈”，让“地摊经济”受到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中央文明办也给
出“助攻”，明确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
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由此，“地摊经济”迎来了新的风口。

小地摊，只是城市经济生命体中普
通的“毛细血管”，却承载着无数个体和
家庭的经济来源。发展“地摊经济”，考
验城市治理“绣花功”。达州市达川区因
地制宜，大胆探索，取得一定成效，但仍
缺乏政府层面的指导和规范。这张新时
代的“考卷”，需要经营者、消费者、管理
者“同题共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摄影报道

从“无序摆摊”到“规范经营”

达州人性化管理游摊小贩升腾城市烟火气

市民回家途中在街边购买蔬菜。

距离2024年全国高考仅剩9天，各地
考生都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与此同
时，多地召开会议或发文部署高考工作，
对考试环境、考试服务、招生纪律等做出
要求。相较于往年，今年高考有了一些
新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考试内容
和形式上，还涉及招录政策等多个方面。

7省份首次实行新高考

根据教育部安排，2024年高考全国
统考将于6月7日开始，部分省份考试时
间为两天，实行新高考的省份为 3-4
天。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吉林、黑龙
江、安徽、江西、广西、贵州、甘肃等7个

省（区）将首次实行
新高考。四川今年
将是最后一届老高
考，预计试卷结构和
往年相比没有太大
变化。

根据已公布的方
案，今年开始实行新
高考的7省份均采用

“3+1+2”模式：“3”为
语文、数学、外语3门
全国统考科目；“1”为
首选科目，考生从物

理、历史2门科目中自主选择1门；“2”为再
选科目，考生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
学4门科目中自主选择两门。

语文科目考试时长为150分钟，数
学、外语科目考试时长均为120分钟，选
择性考试科目考试时长均为75分钟。

考生的成绩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
统考科目成绩和考生自主选择的3门选
考科目成绩组成，满分为750分。

在录取上，广西、贵州明确，合并本
科批次，不再区分一本、二本。黑龙江、
安徽、甘肃等将采用“院校专业组”模式
编制招生计划。

多地报名人数有增加

近期，多地陆续公布了今年高考报
考情况，报名人数相比往年有所增加。
其中，湖南报名人数达到73万人，较上一
年增加了4.6万人，创历史新高。江西报
名人数为64.21万人，除去高职单招已录

取的考生8.95万名外，6月统考实际考生
有55.26万名，增长约5.8万人。海南报名
人数为7.4万人，比去年增加4027人。

随着高考临近，多地召开会议或发
布文件部署高考工作，要求严厉打击考
试舞弊，严格规范招生录取管理。

眼下距离2024年全国高考只剩9
天，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张皓表
示，希望同学们正视并接纳情绪漩涡，可
以通过适当宣泄调整状态。另外在复习
时，要注意对时间的把控，有意识地做定
时定量的练习，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时
间，做到心中有数，考试不慌。

此外，四川省教育考试院普通高校
招生处副处长徐波也提醒广大考生：每
年考前，四川省考试院都会发布提示，
考生一定要仔细阅读，认真准备，确保应
带尽带。同时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提
前熟悉考场和考试环境，做到心中有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何方迪

高考倒计时9天！这些新变化要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