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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夜市经济”，有本“夜市旅行图”更好

记者 张同建
通讯员 梁兆坤

王玉武委员建议，一是科学
规划布局，建设富有特色的夜市
经济集聚区。结合聊城市本级和
各县（市、区）风土人情、文化传
统、社会习俗、产业结构等，对夜
间休闲购物、文体娱乐、夜间旅游
等进行规划布局，鼓励有条件的
景区景点、文化场馆开发个性化、

时尚化的夜间文旅项目和产品，
丰富夜间消费供给。

二是完善配套服务，优化夜
市经济发展环境。硬件方面，要
建设配备满足使用要求、安全可
靠的供电照明、垃圾收集、停车
位等设施，增加公厕数量。开通
夜市“直通车”，将市区较为集中
的夜市用公共交通串联起来，打
造极具吸引力的“夜市旅行线”。
软件方面，应加大对下岗待业人
员的再就业培训，尤其是在小吃
制作、手工艺技能等方面加强培
训，同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让
年轻人成长为促进“夜市经济”
的生力军。

三是加强监督管理，确保夜
市经济有序健康发展。要强化管
理维护，根据经营规模、摊位数量
配备足额现场执法管理、卫生保
洁人员，实行日常监管和卫生保
洁。要包容审慎监管，让街头巷尾
的烟火气在安全健康的前提下浓
郁起来。

四是挖掘亮点特色，打造夜
市经济靓丽名片。一方面，差异化
打造“一街一特”夜间生活场景。
结合不同夜市区位和人群特点，
突出差异化定位，以铁塔商城、万
达广场为核心，打造辐射市区南
北两端的夜市轴；以古城区东关
街为关键，打造“民俗大舞台”主
题夜市商圈；在徒骇河景观带、人
民公园、九州洼月季公园以“休闲
健身”为主题，打造“夜间健身主
题长廊”。另一方面，用文化元素

赋能夜市经济。
五是创新宣传方式，引领消

费复苏新风尚。以“游水城·城市
夜行图”为主题，上线夜市地图，
实现居民和游客一图在手、畅游
水城的效果。推出夜间爆款商品
折扣和秒杀、直播带货等活动，发
动文创作者积极参与文创手工集
市等。抓住互联网直播风口，挖掘
和培养直播人才，助力夜市摊主
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的转
型，让更多“网红”助力“夜市经
济”发展。

今年7月，聊城市城市管理
局答复，在全面复工复产、提振
经济的大背景下，为了求取繁荣
夜市经济和规范城市管理的最
大公约数，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开展工作：设立摊点群，解决“无
处可卖”的难题。按照聊城市出
台的《关于推进夜间经济繁荣发
展的十条措施》要求，坚持“便民
不扰民、放开不放任”的原则，在
不影响市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前
提下合理设置铁塔夜市商圈、朱
雀街商圈、京都欣城商圈、万达
欢乐小镇商圈等地摊经济规范
区。同时经过实地考察，在人流
量较大的小区附近，合理设置便
民摊点规范点，安置流动摊点，
方便周边市民群众，打造“15分
钟便民生活圈”。截至目前在主
城四区共设立和完善了30处早
市、夜市(便民摊点规范点)，可
容纳2510个摊位。

加 强 管 理 ，解 决“ 随 便 乱

卖”的难题。坚持“便民不扰民、
放开不放任”原则，一方面联合
各 主 管 部 门 协 同 开 展 规 范 管
理，检查商户的经营许可证、健
康证等证件，无证或证件不全
者不允许经营，为消费者身体
健康保驾护航。指导经营者安
全用气、用电，确保经营安全。
另一方面加大巡查力度，秉持

“疏堵结合、文明执法”的理念，
对流动摊点坚持“首违不罚”原
则，教育引导其进入便民摊点规

范点经营；对屡次劝导仍占用城
市主要道路、严重影响周围市民
出行、存在严重交通安全隐患
的，依据《聊城市城镇容貌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
定，对其依法进行处罚。

市城管局还表示，下一步将
在规范提升现有早市、夜市(便民
摊点规范点)的前提下，继续科学
规划，充分利用废弃场房、空闲土
地等打造更多的经营场所，丰富

“夜市经济”，激发市场活力。

“夜市经济”可以有
效提高城市基础设施使
用率、激发文化创造、增
加社会就业、增加游客
滞留时间、提高消费水
平、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也是丰富居民生活、展
现城市文化底蕴有效路
径。聊城市政协十四届
二次会议期间，市政协
委员王玉武提交《关于
大力发展“夜市经济”
激发市场活力的建议》，
指出发展“夜市经济”的
必要性。

聊城市政协委员王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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