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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方桌撑起市井烟火，两米外摆丈量
治理温度。

露天餐桌上、夜市摊位前，袅袅热气在
食客的欢笑声中升腾而起，熙熙攘攘的人
流，让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不断攀升。

从占道扰民到文明经营，随着外摆规
范有序推出，我市以治理智慧重塑城市温
度。面对“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治理
难题，我市以疏堵结合破题，在秩序与活
力间找到平衡点。

145处外摆区、2500余个规划摊位，
见证着执法理念从堵罚向服务的蝶变。
通过不断重塑城市公共空间价值，给消
费者带来形式多样的消费场景和消费
选择，也为城市注入了蓬勃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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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处外摆区激活城市街巷，2500余个便民摊位编织民生幸福网——

“店面成本太高，以前我们是到处流
动的，现在有了固定摊位，安稳多了。”
在吴兴区织里镇振兴夜市，老李正熟练地
拌着芝麻酱。这位与流动摊车相伴10余
年的“老游击”，如今在这里找到了事业
新坐标。

作为中国童装之都，织里镇曾因3000
余家童装企业催生出独特的“马路市场”。
每当华灯初上，各色美食摊位如雨后春笋
占据街巷，在方便市民的同时，也带来交
通拥堵、环境脏乱等治理难题。

“多年‘游击战’让我们明白，单纯依
靠堵和罚无法根治问题。”织里镇相关负责
人道出城市治理的痛点。

破局始于治理思维的转变。当地成立
专项调研组，通过多场民情恳谈会倾听民
意，推出疏堵结合的创新模式：免费摇号
入场确保公平性，统一餐车标准提升市容
形象，积分制管理强化经营自律，每日闭
市后“摊走地净”成为硬指标。

不仅如此，我市推出“夜市监管一件
事”，联合多个职能部门，以“一支队伍”
对夜市开展全周期闭环式监管，形成了夜
市监管清单，覆盖从审批、搭建到运营等
全过程，做到检查全覆盖、监管无死角。

从秩序维护到纠纷调解的全链条服
务，让摊主们从“打游击”转为“正规
军”，实现城市“烟火气”与“文明范”的
和谐共生。这种治理创新在湖州全域结出
硕果。

南浔丁家桥夜市的蜕变尤为典型，这
个毗邻高校的自发聚集点，如今已成为日
均接待超万人次的“夜经济地标”。百余摊
位次第铺展，烧烤架上跃动的火苗映照着
食客期待的面庞，文创摊位前游客细选古
镇特色的书签、明信片，游戏区里孩童专
注套圈的身姿与家长的笑语交织，共同绘
就鲜活的市井长卷。

夜市经济的繁荣背后，是精准对接需
求的智慧。在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南浔校区
学子消费热情的驱动下，在周边社区居民
对便利生活的追求中，相关部门将原本散
乱的摊点整合提升。既有接地气的各地风
味小吃，也有展现地方文化的创意产品，
更有配套完善的管理服务，让夜市既保留

市井温度，又焕发文明新貌。
从织里到南浔，从溪心夜市到仁皇山

深夜食堂，我市正书写着城市治理的新篇
章。这种以民需为导向、以疏导为路径的
创新实践，不仅解决了摊贩的生计问题，

更培育出夜间消费新场景。
当堵罚思维转变为服务理念，当管理

对象转化为治理伙伴，这座城市成功破解
了秩序与活力兼顾的治理难题，让升腾的
烟火气成为照亮民生的温暖之光。

“我们店刚开，需要招人，把
招聘广告贴在店外，对我们和求
职者都很方便！”在南太湖新区星
火天际外滩广场，商户金先生在
自家玻璃橱窗上张贴了宣传海
报，并在店门口放置了宣传小架。

这些由综合行政执法队员提
前介入指导完成的招聘广告，正
是我市近期出台《关于有序推进
外摆经营 助力提振消费的指导意
见》的又一细节体现。在符合条
件的区域内，招聘招商海报、宣
传张贴、节日布置等10类情形不
受限制。

此外，根据《指导意见》，允
许商户在自有红线范围内灵活设
置轻餐饮、文创休闲等外摆场
景。在鼓励商户摆出个性、摆出
特色的同时，也有一些必须遵守
的规范，如在外摆经营范围内剔
除了极易产生噪声、环境污染的
重油烟餐饮业，并落实环境卫生
责任，最大限度减少扰民。

在吴兴区田盛街，沿河街区
设置了外摆的桌椅，还有轻纱、
阳光房等，每到下午，就会有市
民前来喝咖啡、聚餐，形成了独
特的风景线。“我们最近经常约到
这里来喝喝咖啡，吃点简餐。”轻纱帷幔
下，市民赵女士与好友围坐在藤编座椅
间，轻餐饮成了她们的不二选择，“傍晚坐
在这里还能感受河畔微风，心情也舒畅”。

“以前摆张桌子都担心被劝离，现在执
法队员主动指导布置方案。”在南太湖新区
龙溪街道一家咖啡店外，店主王女士正在
执法部门划定的区域内摆放桌椅，调整遮
阳伞角度。其店铺所在的联科商务中心商
圈，统一规划了外摆区，客流量持续增
长，销售额显著提升。

目前，我市共设置 145 处外摆经营
区，经营区域面积12.4万平方米，规划摊
位超2500个。针对外摆区域的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检查，重
点整治占道经营与卫生问题，既保障市容
秩序，又释放创意空间。

随着政策持续发力，“外摆经济”正重
塑城市生活形态。市民孟女士家住联科商
务中心商圈附近，她发现外摆区让商场与
街区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过去商
圈下班就冷清，现在晚上9时还能看到遛
弯的市民，真不错”。

方寸之间孕育无限可能。政策红利的
持续释放，让创业梦想在街头生根发芽，从
咖啡店的露天座到外摆摊位前的霓虹灯，这
些充满创意的外摆形态，既让街角重拾生活
气息，也推动商户探索出多样化经营模式。

“这样的外摆经济，把我们的生活气息
又重新带回到了街边，也使商户的经营方
式更加多样化、个性化。”浙江生态文明干
部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文超认
为，针对外摆经济，要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保障消费者的相关权益，同时也要展
现湖州更多的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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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摆经济：小市集撬动大民生

吴兴区田盛街沿河外摆区域吴兴区田盛街沿河外摆区域

执法部门进行全方位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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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门口就能逛市集，还能体验传统
文化，这个安排真暖心！”日前，在吴兴区
龙泉街道祥和社区，居民王阿姨捧着刚买
的非遗剪纸，笑意盈盈地看着热闹的惠民
集市说。

蓝色身影穿梭其中，维护秩序、畅通
道路……这成为集市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这个由吴兴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颁发全
市首张外摆经营占道许可决定书的惠民集
市，正成为湖州城市治理创新的生动实践。

作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主要责任部
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以“规范管理+柔性
服务”双轮驱动，通过外摆经营许可制
度，在城市空间中开辟出民生服务新天
地。在标准化设置的外摆摊位中，既有自
产自销的菜农果农，也有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的文创展位，更预留了公益帮扶摊位。
社区网格员与执法队员组建“集市调解
队”，及时处理油烟、占道等投诉，建立商
户居民“问题共商”微信群，形成多元共
生的市集生态。

外摆经济的规范发展带来了看得见的
民生改善。菜农李大姐的摊位前，当季蔬
菜整齐码放：“在这里我们放心，不用‘打
游击’，生意也不错。”通过社区帮扶申请

到摊位的失业人员小赵，正忙着打包手工
面点：“摆在外面，路过的人买东西更方
便，买的人也就多一些。”

这股创新之风同样吹向了长兴县太湖
街道。在原太湖观景平台上，“太湖有风青
年集市”施工团队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
项目规划滨水休闲区、市集街区及生态停
车场等，在保留原有集市烟火气的基础
上，新增湖岸美食街、林下露营区、有风
剧场等场景。

项目运营方介绍，通过打造“滨湖文
化”标识空间和网红打卡点，该
集市将文化、休闲、旅游深度融
合，预计带动青年就业、创业近
百人，停车场等设施每年还可为
村集体增收超30万元。

为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持续点燃城市烟火气，今年我市
突破传统管理模式，创新推出

“周末集市+便民惠民乐民”新模
式，通过线上预约与线下运营相结
合的形式，既保障了市集管理的规
范性，又提升了市民参与便捷度。

同时，聚焦“一集市一特
色”目标，有机整合城市碎片空

间，吸纳农家有机产品、市井小吃、手工
艺品、新潮文创等多元业态。在吴兴区，
非遗剪纸与有机蔬菜摊位比邻而居；太湖
畔的“湖咖”飘香与水岸音乐会相映成
趣，形成兼具市井烟火气与品牌辨识度的
精品市集集群。

“管理不是简单限制，而是用服务激发
活力。外摆经济既要有烟火气，更要文明有
序。”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表示，这种治理创新
不仅提升了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更以“小市
集”撬动“大民生”，进一步丰富了惠民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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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谋生需求”到“共富载体”

从“围追堵截”到“疏堵结合”

吴兴区织里振兴夜市吴兴区织里振兴夜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