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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晓静 杨铌紫

“5块钱1个，咱们这边取号。”6月5
日下午，我市两江新区民心佳园夜市“李
妹妹葱油饼”摊位前一开市就排起了长
龙，李妹妹和平时一样忙碌起来——她不
是在包馅料，就是在煎饼，手一直没停，还
不时跟现场排队的客人和网络直播间里
的粉丝热情交谈。

“鱿鱼10串，牛肉20串，一会儿来取
餐。”另一边的“藤哥烈火牛肉”门店前也
坐满了等位的食客，生意非常火爆。

“李妹妹”和“藤哥”算得上是民心佳
园夜市的“顶流网红”。而就在两个多月
前，“藤哥烈火牛肉”由于油烟过重被周边
居民频频投诉，“李妹妹”也为了寻求稳定
摊位搬离夜市。

本以为与民心佳园夜市就此作别，没
想到短短1个多月后，“李妹妹”和“藤哥”
又重新出现在民心佳园夜市。

这一次，他们的摊位设在一派新气象
的惠民大厦夜市新址——露天摊区整齐
排列着近200个摊位，摊主们在各自的摊
位前忙碌着，食客们排队等待美食，华灯
初上，人流穿梭，烟火气满溢。

在民心佳园夜市卖了四五年鲜肉饼
的摊户陈明英这些天也笑开了花：“生意
很好，而且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很早就出
摊，还要东奔西走。”由于一个人带娃等原
因，靠摆摊谋生的陈明英此前很紧张，“就
怕夜市真的不让摆摊了，还好新址这边生
意兴旺，每天的营业额远超从前。”

其实，在惠民大厦新址经营美食小吃
的近200个夜市摊主，几乎家家都忙得不
可开交——他们每天享受着顶级人流量
带来的“小确幸”，累并快乐着。

正如很多摊主对“突然的幸福”始料
未及一样，民心佳园夜市的规范引流，也
给外界带来三个想不到——

一是快，想不到短短1个多月时间，
就从困境中重生；

二是奇，想不到能够突破“一搬就死”
的魔咒，实现了流量迁移；

三是稳，在各方诉求不一、矛盾集聚、
困难重重的局面下，实现了让大多数群众
满意。

民心佳园夜市的规范引流，实现了高
效治理同时保留原有活力，这背后到底藏
着怎样的治理“密码”？

读懂民心读懂民心 治理密码变流量密码治理密码变流量密码
——重庆民心佳园夜市规范引流治理带来的启示

4月21日，两江新区惠民大厦一楼，居
民来到惠民大厦综合市场咨询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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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计于民 约谈变座谈
启示一 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

听取群众声音，全面了解民情、掌握

民意、摸清情况，确保决策前掌握的

“第一手”资料客观真实

原来的民心佳园夜市主要是服务周边居
民，解决基本生活需求，但随着一些摊主一边摆
摊一边直播，今年1月后，这里成了名符其实的

“网红”夜市。消防安全、公共卫生、交通出行等
一系列问题也随之出现。居民们的生活、摊主
们的生存、食客们的消费难以兼顾，一时间，矛
盾聚集。

“这给民心佳园整个片区管理造成了相当
大的困难。”夜市所在地的两江新区金山街道党
工委书记王三环感到压力异常大。问题突然暴
发，也让两江新区管委会高度重视。大家都希
望能想出一个好办法，同时满足摊主、居民、食
客三方的诉求。

3月13日起，由金山街道、两江新区城管
局牵头，联合派出所、交巡警等部门，集中对
夜市开展了规范引导——包括清理占用消防
等公共通道的摊位、挤占机动车道的摊点、
乱堆放的物品，规范道路两侧摊点，引导摊
户合理摆摊、有序经营，实现“限流归位”，
确保道路通畅。此外，还增设了环卫设施，
加大清扫保洁力度，乱扔垃圾乱象得到改
善。

治理的同时，网络上也传出“民心佳园以后
不许摆摊了”的不实消息，许多摊主为此惴惴不
安，各地食客也高度关注。

民心佳园夜市爆红，很大程度是因为网红
摊主的带动。本来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是约
谈网红摊主，将其引流到其他商业市集。但是，
网红为什么在民心佳园能红？本地和外地食客
为什么喜欢来民心佳园夜市打卡？

两江新区相关部门通过调研发现，这其中
有几个重要原因：民心佳园是一个占地504亩、
有55栋楼、有四五万人居住的大型社区，具有
天然流量；民心佳园紧邻轨道站，轨道线路串联
机场、火车站，且距离近、通勤快，食客方便到
达；夜市摊位当场制作食物，相当于给食客展示
一个开放可信的“透明厨房”，价廉物美，是老百
姓喜欢的消费场景。

居民、食客、摊主，在民心佳园夜市形成了
“多向奔赴”——这是民心佳园夜市有生命力和
成长力的核心。

“不能只踩刹车、不踩油门，不能只设路
障、不设路标。”此时全国两会刚刚闭幕，国
务院总理李强在出席记者会并答中外记者
问时强调，凡事要更多作“应不应该办”的价
值判断，不能简单地作“可不可以办”的技术
判断。

“我们经过大量调研和座谈后认为，既不能
‘只踩刹车’，采取简单粗暴的‘一刀切’，也不能
‘猛踩油门’，放任占道经营无序扩张。”两江新
区城市管理局局长周兵说，大家一致认为，需要
寻找一条服务发展、保障民生，政府引导、市场
运作的夜市摊区运营方向。

但怎样才能找到既保障夜市繁荣，又能最
大限度减少对当地居民影响的良策？

3月14日下午，原本与几家被投诉较多网
红摊户的“约谈”，改成了10余家商户代表、几
名居民代表、街道党工委书记、街道主任、街
道相关部门负责人坐下来一起问需问计的座
谈会。

4月28日，也就是民心佳园夜市规范引流
到新址惠民大厦试运营两天后，两江新区金山
街道民心佳园社区党委书记马琴又把摊主、居
民代表叫到一起，在夜市现场开了一场坝坝会，
问大家试营业的情况，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商
量解决的办法。

民有所盼，政有所为。两次意见会，听取的
是诉求，安抚的是怨气，在充分掌握了大家的真
实想法后，更加坚定了各方把民心佳园夜市做
好的信心。

实地调查 短期变长远
启示二 调查研究要聚焦群众急

难愁盼，奔着问题去，抽丝剥茧、层

层深入；更要立足长远，把零散的认

识系统化，才能把调研成果转化成

决策方法，找准解决问题的途径

占地500余亩的民心佳园人流密集，可用
于夜市经营的道路却并不多，规范引流前，夜市
摊位从200多家暴增至600多家，远超承载能
力。

引流去哪？引流后又该怎么运营？如何
在“烟火气”与“舒适度”之间找到平衡？只有
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解决实际存在的问
题。

为此，两江新区从区级层面统筹更大资源
优势，金山街道、城管局、市场监管局、交巡警、
消防支队、产业集团等多部门开展协同调研，
金山街道成立“1+11”专项工作组，经过长达
30余天的调研，碰头会商10余次，寻求破解
之道。

“我们考察过其他夜市，有的是就地规范，
比如在原有的摆摊点划线经营，可民心佳园地
方太小，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马琴称，大家就想
着能否为夜市开辟新的空间。

3月15日，也就是召开座谈会后的第二
天，两江新区又召开民心佳园夜市研讨会，听
取各部门情况汇报，提出工作目标，探讨初步
方案——把夜市引流至民心佳园社区附近的
一块空地处。

会后，工作组紧锣密鼓开展了实地调研。
而正是这次深入实地的调研，让大家发现初步
方案有问题。

“那片土地比较狭窄，而且又挡道，如果摆
摊再叠加人流，难免再现新的承载力问题。”金

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红军直言，
将夜市引流至这片空地只能作为过渡方案，不
是长远之计。

初步整改方案因此未能通过。再次调研选
址，工作组瞄准了惠民大厦。

惠民大厦本身就是为民心佳园社区配套
修建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另作他用。“我们
仔细想了想，惠民大厦离民心佳园距离近，便
于人流、车流引导，如果把它规范好按照商业
规律运营，既解决了就业问题，也能为夜市健
康发展创造新平台。”杨红军回忆，选址确定
下来后，大家都很兴奋，但心中却并无十足把
握。

工作组立即敲定了将惠民大厦进行改造后
引入现有夜市摊点摊户，优先疏导安置民心佳
园本地摊户的工作思路，并形成总体方案。

在惠民大厦运营方渝高物业公司的配合
下，4月21日，夜市新址张贴公告，开始对摊户
进行登记和资格审查，公示人员信息，对摊位摇
号。

“一方面要秉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另一
方面也要优先考虑民心佳园原住民。”金山街道
综合执法大队队长易征德称，摊户入驻新址，不
是简单地“塞”进去就完事，还要考虑如何把夜
市经营好。

此前，很多市民对民心佳园夜市是否真的
能“吃得放心”有所疑虑。对此，金山街道邀请
了市场监管局、食安办等部门，对第一批入驻惠
民大厦的摊户进行了法律法规、食品安全的培
训，所有餐饮摊主必须持健康证上岗。

在租金收取方面，一开始便有人提出应
该按照市场化运作的模式来收租。可考虑到
民心佳园居民自身情况，渝高物业采取先免
再减后租的方式，且租金远低于一般商业市
集。

“如果一来就全额收租，首批可能不会有
这么多摊户登记。”渝高物业市场发展事业部
工作人员孔凡超认为，首要任务是把这个夜

市经营起来，看到红火的场面才能吸引更多
的摊户。

选址、摇号、健康管理、培训、免租等方案，
都不是短视方案，而是立足长远，让夜市能健康
持续开下去。

兼顾各方 实效变长效
启示三 夜市规范引流作为基

层治理的实践，没有一次成型的万

全之策，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

案。基层在运行，需求在变化，随时

可能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实

时关注，细心观察，长效治理

5月1日，经过几天的试营业，位于惠民大
厦新址的民心佳园夜市正式开市。整个“五一”
假期，夜市的人流和营业额出现井喷，线上直播
流量也被点燃。

开业当天，街道、社区、公安、城管、商户、物
业公司等代表举行了开市仪式，渝高物业负责
人代表运营管理单位承诺：“秉承公开公平公正
原则，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商家服务，保障
消费者的权益。”商户代表“李妹妹葱油饼”的李
妹妹承诺：“自信、自强、自律，遵守管理规约，依
法经营、诚信经营、文明经营。”

为了给食客带来更好的消费体验，两江新
区城市管理局把惠民大厦旁边的空地改造成停
车场，设置150余个车位，后续还将根据车流量
对停车场进行改造，预计最多可停放近300辆
车。

“我们仅用10天时间就完成了夜市停车场
的改造，给夜市摊主和食客提供更方便的停车
服务。”周兵介绍，为了吸引消费者，城管局还推
出了1个月的免费停车优惠。

在民心佳园住了11年的居民李洪金经常
和邻居们相约逛夜市，对于现在的有序规范经
营，他竖起了大拇指。“以前夜市确实存在脏乱
差现象，现在好了，统一管理不仅给居民们带
来了方便，大家也吃得放心、安心，安全、消防、
环境卫生都做得很到位。”李洪金说，大家都希
望夜市能红红火火。

“最近出小区还有点不适应，突然感觉空旷
了许多，街道两边很干净。我们这栋楼的居民
都喜欢过来逛，我最喜欢吃豆干、豆皮、洋芋，再
喝点小酒，安逸得很。”居民邹欣华告诉记者，新
址开业对大家来说是个好事情，以前道路拥挤，
还存在安全隐患，现在既保留了城市的“烟火
气”，又为周边居民带来“舒适度”。

“我是本地住户，夜市搬迁后环境变好了，
我们都很高兴，但是我也担心消防安全的问题，
夜市里聚集了不少烧烤摊，请你们一定要加强
消防安全管理。”居民张大爷道出了自己的担
忧。

“安全肯定是摆在首位的。”孔凡超说，现在
这些餐饮摊主们都非常重视用气安全和食品安
全，除了参加安全、消防等培训外，他们在经营
过程中不乱堆放杂物，还主动戴口罩、手套，这
些都是规范引流前大家没有的意识。

孔凡超还透露，目前渝高物业正在与烹
饪培训机构商谈，打算接下来为商户提供餐
饮技巧课程，帮助他们增加经营业态，提升技
能。

不论是改约谈为座谈，改管理为服务，还
是集中开展实地走访，全面进行社情摸排，最
终目的都是为了汇总形成民意清单。民心佳
园夜市的规范引流工作方案，不仅凝结了相
关部门的汗水和智慧，更承载了群众的殷切
民意。

民心佳园夜市治理路径不是一个简单静态
的方案，而是一个“民生清单—问题清单—改革
清单”的严密逻辑体系。

这两天，针对夏季雨多的情况，摊主们和社
区以及物业公司正在商量要不要统一搭建雨
棚，涉及费用如何分摊等细节。

行进中遇到的问题，大家商量着解决——
只要掌握了民心“密钥”，长效治理就有破题之
路。

44 月月 2626 日日晚上晚上 77
点点，，民心佳园夜市里民心佳园夜市里
的食客络绎不绝的食客络绎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