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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队员在天妃湖巡查

通讯员 竺斐

早上的天妃湖，水波轻漾，身着整洁蓝色制服的区综合执法局执法队员已
开始穿梭于湖畔步道。烧烤摊主老李麻利地摆弄着滋滋作响的肉串和新鲜的
蔬菜，车身醒目的食品安全标识在阳光下格外显眼，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炭火
香。而在奉化城区另一端，瑞凌大厦北侧停车场内，夜市摊主王大姐正用抹布
仔细擦拭着餐车，为夜晚的烟火升腾做准备——这些曾经与执法队员“打游
击”的摊贩们，如今在我区一个个精心规划的“临时疏导点”里，找到了安身立
命之所，也点亮了城市温暖的角落。

暮色渐沉，岳林夜市霓虹初上，各色美食的香气在暖风中弥漫交织；锦屏工地的便民点灯火温馨，工人围坐在整洁的餐桌旁，

享用着经济实惠的热乎饭菜，谈笑声阵阵；天妃湖畔，“五色”摊点在暮色中次第亮起暖光，游客的欢声笑语与湖水的轻响相伴。

而在执法队员每日的巡查日志上，“劝离”“处罚”等记录日渐稀少，“规范引导”“协调服务”“安全检查”成为了高频关键词。

区综合执法局的实践揭示了一个朴素的治理真理：城市的文明高度，不仅在于建筑的宏伟与道路的整洁，更在于它如何安放

那些为生活奔波的微小身影。当执法蓝的严谨与摊贩炉火的暖意不再是对立的风景，当“循规蹈矩”的治理真正让位于“疏堵结

合、以疏为主”的持久智慧，城市便在刚柔并济中找到了治理的密钥——让谋生者心安，让“烟火气”常在，让文明与温暖在每一处

疏导点的灯火里同向而行。这一个个流动摊贩的“暖心家”，正是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一份带着温度的综合执法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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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分区”，绘就天妃湖景区新画卷。面对网红
景区天妃湖日益突出的流动商贩问题，区综合行政执
法队裘村中队摒弃简单的“一禁了之”，巧妙借力区域
整体规划，创新推出“五色分区”：红区规范餐饮小吃，
统一标识、统一餐车样式的移动美食点让游客“吃得放
心”；黑区保留并升级原有的集装箱集市，引入手作、文
创摊位，增添文化韵味；黄区精心打造时尚的后备箱集
市，吸引年轻创业者售卖咖啡、甜品、手工艺品；蓝区开
辟村民自产自销平台，本地瓜果蔬菜、干货特产琳琅满
目；绿区则为季节性特色摊贩提供灵活空间。科学规
划与精准分类，让昔日杂乱无章、影响观瞻的摊点，蝶
变为景区一道规范有序、各具特色的新风景线。摊主
老李一边翻动着烤串，一边感慨：“有了这固定点位，老
顾客好找，不用东躲西藏，生意更稳当了！连垃圾都有
统一地方扔，环境清爽多了。”

“四定一退”，点亮岳林夜市规范“星火”。曾经的
长汀东路夜间占道经营不仅影响交通秩序，还影响市
容市貌，这一顽疾如何化解？区综合行政执法队岳林
中队的答案是“疏堵结合，以疏为主”。执法队员深入
调研周边民众需求和摊贩情况后，在瑞凌大厦北侧停
车场开辟一片疏导点，通过召开座谈会、报名审核、公
平抽签，让15户符合条件的摊主安了“家”。更关键的
是配套的“四定一退”机制——定区域（每个摊位划定
明确边界）、定时间（经营时段为晚6时至11时）、定摊
主（实名登记，人摊对应）、定标准（卫生、安全、噪音等

规范要求），辅以退出机制（对严重违规或多次警告无效
者取消资格），确保现场井然有序。摊主签订自律承诺
书，引入的第三方管理力量负责日常巡查维护。执法队
员则化身“夜间管家”，依托“综合查一次”动态监管，以教
育引导为主，刚柔并济。如今，夜市活了，“烟火气”旺了，
道路畅通了，周边区域下班的职工能就近享受到美食，实
现了多赢。摊主王大姐熟练地摊着煎饼果子，脸上洋溢
着笑容：“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打游击’了，心定了！客源
稳定，收入也比以前多。”

民生导向，锦屏妙解“马路市场”顽疾。区综合行政执
法队锦屏中队的智慧在于精准回应民生痛点。春笋上市
旺季，城基路自发形成的“马路市场”导致学校周边严重拥
堵，安全隐患突出。执法队员变“末端围堵”为“源头疏
导”，在奉南路与红墙外弄交叉口空地设置季节性临时疏
导点，可容纳约50个摊位。清晨，带着露珠的新鲜春笋、
时令蔬菜整齐摆放，本地菜农安心售卖，周边市民便利采
购，讨价还价声、熟人寒暄声交织，好不热闹。今年5月，
奉化区艺术基地项目施工现场如火如荼，但数百名工人的
就餐需求，催生出周边流动摊贩聚集、环境脏乱差的现
象。执法队员没有简单粗暴地取缔，而是主动对接工地管
理方，在工地围挡外安全区域开辟出一片便民服务点，统
一搭建了遮阳避雨的蓝色棚顶，设置了简易整洁的桌椅，
引入4家摊贩供餐。工人有了干净卫生的就餐环境，摊主
告别了争抢地盘、污水遍地的窘境，经营更加规范。

化堵为疏

从“追着赶”到“请进来”

我区在流动摊贩治理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清晰、有
效且充满人情味的治理逻辑。

民生为本，精准疏导。治理的出发点始终是回应
最真实、最迫切的民生诉求。无论是满足景区游客的
餐饮购物需求，解决工地工人的就餐刚需，还是打通本
地菜农销售与市民便利采购的民生纽带，都坚持“按需
定制”疏导方案。季节性助农点、特色夜市型、工地服
务型、景区规范型……不同的疏导点，承载着不同的民
生期待，展现出各具特色的风貌。

规划先行，规范治理。“五色分区”、“四定一退”、第
三方协管等创新机制，将看似无序的流动力量纳入规

范框架，确保疏导点活而有序。
科技赋能，智慧治理。运用“掌上执法”“综合查一

次”等提升巡查质效，实现动态、精准治理。
刚柔并济，执法有度。坚持教育劝导为主、处罚为

辅，更通过“换位沉底”等行动增进执法者与群众的互信
互谅，推动执法关系从“猫鼠对立”走向“情感共融”，从

“单一刚性处罚”走向“多元柔性共治”。
服务延伸，优化环境。突破“重处罚、治末端”的思维

惯性，主动协助办证、统一配备设施、加强燃气安全宣传
指导，以增值服务为小摊贩创造更优营商环境，提升其归
属感和规范经营的意愿。

机制探索

柔性执法的“奉化实践”

治理智慧不仅体现在空间规划的巧思，更流淌于
执法者与摊贩之间关系的重塑。区综合执法局发起

“换位沉底——在路上”行动，成为消融隔阂、增进理解
的“暖心桥”。

年轻执法队员周宇、张琳主动请缨，脱下制服，换
上便装，以“学徒”身份跟随夜市摊主王大姐体验了完
整的一天：早上，在微凉的晨风中跟随王大姐到超市挑
选蔬菜，学习如何熟练地“甩掉葱泥”，节省每一分成
本，体会精打细算；下午，在凉水中清洗蔬菜备料，腰背
酸痛不已，真切感受备餐的繁重体力付出；傍晚，于出
摊高峰期站在狭小的餐车后，手忙脚乱地学习摊煎饼、
打包，应对络绎不绝的顾客，紧张得额头冒汗；深夜，还
需拖着疲惫的身体清洗工具、打扫卫生，进行收摊工
作，回到家已近次日凌晨。一天下来，两人累得几乎直

不起腰，心中更是五味杂陈。周宇在心得中写道：“优化
市容绝非简单的执法管制，更需俯下身子，付出真心去了
解这些为生活奔波的群众最真实的需求和不易。”

这种沉浸式的换位沉底活动，让执法队员深刻共情
到摊贩起早贪黑、养家糊口的生计之艰，也让摊贩真切理
解了城市规范治理的必要性。王大姐对引导她“入市”经
营的执法队员充满感激：“他们不是来赶我们的，是真心
帮我们找活路的。有了这稳定摊位，不用躲躲藏藏，客源
稳了，收入增加了，日子更有奔头了。”与此同时，执法队
员在实践中深刻领悟到，解决占道经营这个城市治理的

“老大难”问题，决不能依赖“一赶了之”的懒政，而需下足
功夫——通过召开恳谈会倾听诉求、实地走访勘察选址、
广泛征集民意、科学统一划区，在耐心细致的引导与规范
中，激活城市的生命力与包容性。

换位沉底

从“对立面”到“贴心人”

执法队员便衣参与摊贩经营，跟随摊主挑选原材料

执法队员便衣参与摊贩经营，跟随摊主摆摊卖杂粮饼

瑞凌大厦北侧停车场“引摊入市”让流动摊贩有序经营

工地工人在艺术基地项目工地便民服务点用餐

执法队员日常巡查夜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