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末，近湖路的夜市迎来了又
一波热度。夕阳的余晖还未完全退
去，近湖路的晚风已裹挟着咖啡香与
欢笑声扑面而来。284米长的路段
上，汽车后备箱被霓虹灯串装点成流
动的橱窗——手冲咖啡的蒸汽在暮色
中升腾，文创摊位的亚克力招牌折射
着暖光，年轻人在打卡点前定格笑
容。“烟火气”，在这条路上被具象化。

据了解，近湖路后备箱集市是一
个自发形成的网红集市，最高峰的时
候，近湖路两侧摊位数超过150个。
不过自由生长也带来无序发展，近湖
路夜市火热的同时也存在人车混行、
卫生压力大、食品安全无保证等问题，
同时还存在摊主与附近居民之间“闹
与静”的矛盾，这也是当地街道规范集
市的初衷：让摊主摆得放心，消费者逛
起来舒心，周围居民也能够安心。

据介绍，这份《公约》围绕经营全

流程设置“准入清单”与“行为红线”，
明确了开放时间、区域、内容等关键要
素。近湖路后备箱集市开放时段为每
天17:00—22:30；经营项目限定为轻
食、文创、饮品等，烧烤、油炸等油烟类
项目禁止入场；经营区域划定在近湖
路（干城路—上跨桥两侧规划区域）非
机动车道，严禁占用机动车道与绿地；
经营餐饮的摊主须铺设隔油垫、做好
垃圾分类等。同时，经营摊主需要备
案和办理相关手续，并与管理单位签
订承诺书。

从城管部门获悉，在推进规范化
管理的同时，每日还会安排城管队员
和保洁人员保障秩序和卫生。虽然
《公约》还在试行阶段，附近居民的投
诉量已明显减少。后期，将对经营者
停车、卫生、收摊时间等实行积分管
理，不达标者将被取消经营资格，确保
集市在规范化管理中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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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野蛮生长到“公约护航”案例

无锡独具特色的“夜市”有不
少。惠山映月里开街首日，人流量
就达到了13万，陶二厂市集带动紫
砂工作室订单量翻倍。此外，后宅
夜市、梅里古镇，夜间人流量均出现
较大增长。可见，规范从来不是流
量的敌人。

“占道经营不等于夜经济。”市
城管局相关处室负责人介绍，近
期，城管部门就接到不少与流动摊
位相关的投诉，如部分路段出现了
擅自摆摊设点的现象，不仅环境卫
生受到影响，有的还妨碍交通，存
在安全隐患。市城管局相关处室
负责人解释，省、市市容条例规定，
擅自摆摊设点的行为是不允许的，
这也是市民投诉的高发区。市城
管局相关处室负责人也提到，条例
同时也明确了，经批准可以设置疏

导摊点以及超出门窗经营（外摆
位）的区域范围、办理流程和管理
要求等具体内容，这些在今年出台
的《导则》和《指引》中都一一予以
了细化明确。

据了解，外摆位的设置，一般由
综合体、商业街等市场主体（产权
人）向街道（镇）统一申请，原则上在
自有红线范围内设置。商户可联系
所在综合体、商业街管理方提出外
摆需求。街道（镇）结合管理需要，
组织开展调研评估，确定允许设置
的区域、形式、业态、数量和时间，指
导申请人制定可行性外摆位设置方
案，经论证公示后予以设置。便民
疏导点的划设，则由各街道（镇）根
据辖区实际需要而定，个人可向所
在街道（镇）咨询。

（晚报记者 甄泽/文 城管供图）

近湖路夜市迎来“公约时代”
让“烟火气”在“文明风”中有序飘荡

5月18日，江南晚报A5版《夜市的“市井”与“市景”如何共生？》报道了无锡

火热的夜市现象，讨论如何规范、平衡夜市的活力与秩序。近日，新吴区新安街

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发布了《近湖路后备箱集市经营公约（试

行）》，对近湖路夜市进行了规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无锡的夜市有了可供借鉴

的经验？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近湖路后备箱集市有了规范的
公约，是否意味着其他地方也能开
展类似的夜市？这需要根据实际
情况而定。无锡市城管局相关处
室负责人介绍，无锡市的摊位有外
摆摊位和便民疏导点两种形式。
今年2月，无锡市在以往试点的基
础上，制定出台了《惠民生促发展
规范摊点市容管理工作导则（试
行）》《无锡市疏导点设置管理指引
（试行）》《无锡市外摆位设置管理指
引（试行）》，通过这个制度矩阵，各
地城管部门因地制宜运用外摆位和
疏导点等形式，支持各类市场主体
促流量、提业态，增强消费者体验，
提升城市“烟火气”。根据规定，无
论是外摆摊位还是疏导点，具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需要统一的管理。

不论是由来已久的湖滨商业

街，还是近期火热的招商城夜市，又
或者是红船场的外摆摊位，都有相
关责任方统一管理，不再是简单地
在摊前摆上桌椅，而是将其纳入街
区的整体风格、环境去设计。夜市
也不再是单纯的美食聚集，而是融
入了文创、非遗表演等丰富内容，在
让消费者感受烟火之余，还能带来
更多的情绪价值，这样才更有利于
夜市的健康发展，因为“夜市的管理
从来不是‘一刀切’”。

数据显示，《导则》《指引》实
施以来，各地共划设以修配缝补、
季节性瓜果、自产自销蔬菜为主
要业态的疏导点 241 处；服务城
市综合体、商业街区等统一管理
的市场主体，充分利用门前自有
区域和场地，合理规范设置外摆位
57处。

“无锡方程式”解码夜市管理释疑

规范与流量可以齐飞说法

前段时间，河北三河市因去年出
台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导则》要求
商铺禁用红色招牌，在网络上引来嘘
声一片。该政策因缺乏法律依据、脱
离实际且执行“一刀切”，被中央纪委
通报批评，相关责任人已被免职。

近 日 ，无 锡 新 吴 区 近 湖 路 的
“后备箱夜市”成为市民津津乐道
的网红打卡地。属地新安街道城
管部门随即推出了《近湖路后备箱
集市经营公约（试行）》，不仅没有
招来摊主骂声一片，还获得了众多
市民的点赞。

两份政府文件，两个地方的城市
管理举措，带来的影响和获得的评价
却大相径庭，嘘声与点赞之余，其背
后所反映出来的不同城市治理思维，
都发人深省。

经济发展需要拉动内需促进国
内大循环，市民生活需要“烟火气”，
店铺招牌需要个性化，而城市管理也

需要规范整洁有序，这些需求里面永
远存在着管与被管这一对矛盾。如
何达成共识、形成统一，是摆在城市
管理部门与经营者和消费者面前的
共答题。

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是
整个城市大家庭的一员，城市的环境
规范整洁有序，是美好幸福生活的基
础与保障，需要每一位市民的自觉维
护。不乱设摊位，提供的食品干净卫
生安全，收摊前主动清理摊位周围垃
圾，这是经营者应当承担的责任；不
乱停车，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这
是消费者文明素质的体现。影响其
他市民生活、损害夜市周边环境、带
来安全隐患的行为，必定会招致怨声
载道，政府必定会出手治乱。

另一方面，城市管理部门是美丽
城市、幸福城市的执法者、管理方，城
市治理能力水平直接关系到城市经
济、社会的发展。管理智慧的真正彰

显，不仅在于街道收拾得纤尘不染，
还在于培育既能承载市井烟火、又可
以激发创新创业的弹性空间。

首先，城市治理需要理性思维。
经营者和消费者的需要是不可能消
灭的，需要就是市场，需要就是推动
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内生动力，
城市管理部门必须深刻理性地认识
到这一点。如果因为市场上出现的
一些问题而简单甚至粗暴地叫停或
取缔，从根本上来说解决不了百姓
就业谋生、市民休闲消费等切身利
益，更谈不上促进可持续发展。对

“烟火气”的需要正在推动着城市治
理由刚性管控向弹性包容转变，“一
刀切”、乱作为终将招来嘘声一片、
骂声一片。

其次，城市治理需要主动作为。
前期网络上出现了好多关于无锡夜
市的视频、图文，一些市民在为美食
打卡点赞的同时，也有市民在为食品

安全、环境卫生、噪声污染等担忧。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城市管理部门
需要像新安城管一样，迅速主动推出
管理措施，告知经营者和消费者应该
怎么办、不该怎么做，把治理工作提
前、加快，以便于从一开始就促使夜
市向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慢作为、
不作为往往会导致以后问题重重，烂
摊子难以收拾。

同时，城市治理需要积极引导。
和谐才能共生，共赢才能长久，环境
优美、安居乐业是一个城市民众的共
同追求，高水平的城市治理就是要促
进矛盾双方形成共识，上下齐心，一
致行动。所以，城市管理部门不仅要
制定好的政策来管理好城市，也要做
好日常宣传，细心引导，以获得市民
的理解、支持与配合。当管理者学会
用绣花功夫编织秩序与活力的经纬，
那些街道小巷终将成为驱动内需增
长的“永动机”。 （朱琰）

嘘声与点赞都发人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