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面店、夜宵摊……街头巷尾的各色小店，是城市经济肌体中不可或缺的“细胞”。这些小店
连接着千行百业，服务的是千家万户，撑起的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经济。今日起，本报推出

“‘奔跑吧，小店’系列报道”，通过一个个蕴含浓浓烟火气的故事，带你了解那一个个“热辣滚烫”的
小店，感受“小店经济”为重庆经济发展增添的那一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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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陈钧 周盈

“老板，一碗小面加个煎蛋。”
“要得，随便坐。”
2月23日清晨7点，渝中区解放碑

十八梯邓凳面，到店吃面的人络绎不
绝。店主邓秋槐一边招呼食客，一边端
上免费豆浆。

小店里明亮的灯光，食客点餐的吆
喝声，厨房里升腾的蒸汽，挑面师傅娴
熟的手法，服务员轻快的脚步……

在重庆，像这样的小店有很多很
多，遍布街头巷尾，点燃了一座城市的
烟火气。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把发
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指出，我国有
8200多万个体工商户，带动就业人口
超过2亿，是数量最多的市场主体，是
群众生活最直接的服务者。

小店，是构成实体经济最基础的
“细胞”，连接着千行百业，也服务着千
家万户。它们数量众多、活力十足，是
稳增长稳就业的底气所在，也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韧性所在。一个个各具
特色的小店不仅承载了市民生活、休闲
与消费的需求，也托起了平凡劳动者的
生计。

小店很“小”
城市商业的“毛细血管”

何为小店？
根据我国对企业规模的相关划分

办法，小店是指面向居民消费的个体工
商户。

顾名思义，小店规模很小，雇员通
常在10人以下，年营业额100万元以
下。

小店虽小，但它总量庞大，牵动民
生——

市场监管总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底，全国登记在册个体工商户
已发展到 1.24 亿户，比 2020 年增长

50%。个体工商户数量占我国经营主
体总量的67.4%，支撑了近3亿人就业。

邓秋槐便是1.24亿个体工商户中
的一员。2017年，一直找不到合适工
作的他开了这家“十八梯邓凳面”，凭借
特色米粉和杂酱面，小店很快在餐饮竞
争激烈的重庆站稳了脚跟。

如今，这个不到80平方米的小店，
创下了单日销售4.8万元的纪录，按平
均16元客单价计算，意味着每天要卖
出3000碗小面。创业7年来，十八梯
邓凳面已在全国开了35家分店。

邓秋槐靠一家卖面小店，过上红火
日子。老秦则靠一家冒菜小店，让生活
热气腾腾。

临近元宵节午夜，大坪时代天街周
围依旧人声鼎沸，街道两边的店铺大多
还在营业。在“胖子冒菜”店门前，有顾
客在排队，等着吃上一碗冒菜。

1997年，双双下岗的老秦夫妇开
了这家小店。一晃近30年快过去了，
这家小店成为了不少人的“深夜食堂”，
每晚店里的顾客络绎不绝。

见证了重庆夜间经济从小到大的
发展历程，小店生意越来越好，也让老
秦开分店的计划提上了日程。

邓秋槐、老秦只是1.24亿个体工商
户的一个缩影，他们通过小店，实实在
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廖成林表示，
小店灵活而有韧性、门槛相对较低、易
复制扩张，往往是年轻人创业的“起
点”。小店虽小，但在丰富市民生活消
费的同时，也能为商业经济发展聚集能
量。“小店就像城市商业经济的‘毛细血
管’，虽小但数量众多，分布、延伸到城
市每个角落，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小店很“火”
促进消费重要抓手

小店很“小”，但作用重大。
近年来，各地纷纷重视小店发展：

一方面，在减税降费、金融帮扶等方面
重点施策，帮助小店解决资金、经营等
实际问题，让小店更有“生命力”；另一
方面，通过打造各种消费场景，增强城
市“磁力”、提升小店品牌“竞争力”，让

小店经济“火起来”。
比如，围绕提升小店“生命力”——
浙江在2023年省两会期间对《浙

江省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条例（草案）》
进行了审议，《条例》明确规定了对中小
微企业创业扶持、创新推动、市场开拓、
财税支持、融资促进、服务措施、权益保
护等方面内容；广西于去年2月底发布
措施，对如何实施“柔性监管”服务支持
小摊、小店发展有了更详细的规定；我
市也在2022年推出了允许“外摆位”试
点、符合条件的果农日用品摊贩可豁免
登记等若干条措施。

又如，围绕让小店经济“火起
来”——

南京推出“小店计划”，通过“引流
聚气、数字升级、降本增效、便民服务、
示范引领”五大行动，如今已惠及10万
余家城市小店；广东则通过发放电子消
费券、加大力度减税降费等方式促进小
店经济回暖；云南丽江市出台10条激
励措施，安排6000万元文化旅游专项
资金，“引客入丽”支持当地民宿、餐饮、
娱乐小店发展……

随着众多支持政策和措施的出台、
落地，盘活了一众街边小店，小店经济

“乘风破浪”。
市场监管总局于2023年 11月发

布的数据显示，随着个体工商户的发展
壮大，2023年前三季度，全国已有超过
7万户个体工商户成功转型升级为企
业。同时，民生相关行业回暖，新设个
体工商户数量百万级以上的行业主要
有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农林牧渔和居
民服务业，分别为889.5万户、251.6万
户、136.3万户、134.1万户。

“作为产业链和消费链的‘毛细血
管’和市场的‘神经末梢’，个体工商户
的稳定发展守住了街头巷尾的烟火
气，维持了亿万家庭的生计，显示出我
国经济的强大活力和韧性。”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登记注册局局长任端平
表示。

小店很“辣”
特点鲜明遍地开花

在重庆，小店也如这座城市一般，

热辣滚烫。
漫步在大街小巷，你能看到许多个

性鲜明的特色小店，在这座包容性极强
的城市里落地生根，成为重庆人对“烟
火气”“幸福感”的新表达。

在两江新区民心佳园夜市的一个
摊位，锅里的油饼嗞嗞作响，排队购买
的人排到百米开外，“李妹妹葱油饼”从
线下火到线上；

同样火爆互联网的，还有“山城小
栗旬”，他的二刀刘男士理发馆甚至吸
引许多顾客从其他城市慕名而来；

在九龙坡区民主村综合菜市场内
藏着一家烤肉店，因其独特的口味和创
意，备受关注；

在渝北区紫薇路，有一家很有氛围
的餐酒吧。店面不大，整体是南洋复古
风。店里把每一种酒的口味都做成了
软糖，颇受欢迎；

在南岸区的沐歌小院民宿，席间各
种浅斟低吟把酒高歌，让人尽情释放、
无拘无束。

不仅如此，花团锦簇的个性花店、
摆在马路边的地摊火锅、主打中国传统
文化的国潮体验店、热气氤氲的咖啡和
小面……在重庆街头巷尾，一个个红红
火火的方寸小店不仅将城市扮靓，也让
消费春意盎然。

重庆小店的火热，经济数据上也印
证了这一点：2023年重庆新设个体工
商户45.89万户，同比增长21.43%，每
个月有近4万个“新店主”诞生。

当前，重庆正在培育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推动消费恢复回暖，繁荣发展“四
首”经济、新个体经济等新业态。

市井长巷，聚拢起是烟火，摊开来
是人间。

遍布城市的万千小店，是新个体经
济的重要载体。小店虽小，但聚沙能成
塔，点燃了城市烟火气。生机勃勃的小
店经济，正成为提振消费、推动重庆高
质量发展一股不可缺少的力量。

千方百计、真金白银、诚心实意推
动小店多起来、活下来、火起来，让个体
工商户蓬勃发展，“小店经济”也必将为
新重庆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持久呈现重
庆经济春意盎然好光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2月29日，流经九龙坡区的
桃花溪一派水清岸绿、鱼翔浅底
的春日景象。

全长15.79公里的桃花溪是
长江一级支流，曾因管网不健全、
雨污混流导致水质长期为劣Ⅴ
类，也影响着长江水质。自2021
年以来，九龙坡区以入河排污口
整治为抓手，深入实施桃花溪流
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桃花
溪及流域内的彩云湖水质提升至
Ⅳ类。

3月1日，也是《长江保护法》
正式实施三周年之际。3年来，
重庆认真贯彻《长江保护法》，着
力加强水污染防治工作，全力打
好碧水保卫战。截至目前，长江
干流重庆段水质已连续7年保持
Ⅱ类，74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
例达100%。

“入河排污口是连接水里
和岸上的关键节点、是污染物
进入环境水体的最后关口，开
展全市范围的入河排污口排查
整治，是从源头推动污染治理、
改善水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刘明介
绍，截至 2023 年，全市已排查
621 条河流 9550 个入河排污
口。其中长江、乌江、嘉陵江干
流4012个入河排污口已整治完
成3744个。

完善排查整治机制体系
形成多方联动参与格局

春寒料峭，两江新区肖家沟
水库，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
局的工作人员正通过无人机，对
嘉陵江水系跳墩河流域的4处雨
洪排口进行排查。除了定期巡查
监测，两江新区还在城镇雨洪、城
镇污水处理厂等各类排污口安装
了智能监测系统。

2019年，渝北区（含两江新
区）作为全国仅有的2个试点城
市之一，在全国率先开展长江入
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试点工作。随
后，重庆迅速将排查范围扩展至
长江、乌江、嘉陵江干流。

2022年，重庆印发《重庆市
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和监督管理
工作方案》，全域推进入河排污口
排查整治工作。

“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按
月召开调度会、培训会，为各区
县入河排污口查测溯治提供

‘点对点、一对一’技术帮扶。”
刘明介绍，在此基础上，市农业
农村委推动完成 30 亩以上的
养殖池塘专项治理，市住房城
乡建委开展了主城排水系统溢
流整治……我市基本形成了党
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共
同参与的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格局。

推动排查整治出实效
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长江一级支流花溪河是巴南

区人民的“母亲河”，生态良好、环
境优美。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花溪河
土桥段时常有污水排出，严重影
响花溪河和长江水质。

“排查发现，花溪河土桥箱涵
大部分从小区下方穿过，末端污
水长期直排。”巴南区生态环境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根本上解决
排污口的水质问题，巴南区启动
实施了花溪河综合整治项目，并
将土桥箱涵雨洪排污口涉及的区
域纳入重点整治范围。该区在源
头开展管网雨污分流改造，片区
新改建管网约5.77千米；在箱涵
末端设置水质净化站用于处理混
合污水，处理规模为每天1万立
方米，彻底解决了土桥箱涵污水
直排的问题。

“通过入河排污口分类施策、
系统整治，推动解决了一大批群
众反映强烈的‘老大难’问题。”刘
明介绍，通过清污分流改造，大沙
溪、清水溪等一批雨污混排口入
江水质由原来的劣V类提升至V
类、Ⅳ类；通过“排口整治+环境
修复”，溉澜溪、盘溪河等一批沟
渠类排口实现“水清岸绿”整体蜕
变，周边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不
断提升。

聚焦难点痛点堵点
提升智慧化监管水平

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处
处长杨科军介绍，针对水环境治
理数据碎片化、烟囱化等问题，重
庆融合水利、规划自然资源、市场
监管等多部门数据，开发并上线
运行重庆市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App，推动入河排污口水质超标
精准溯源、精准管控。

九龙坡区在全区范围内安装
了次级河流水质自动监测站24
套、流量自动监测站10套、视频
监控38套，在支流入口、行政管
辖分界点、排污口、护岸等实施
24小时监控，对河岸沿线280个
窨井开展液位监测，避免污水溢
出入河。

“我们基于排污口污染特征
数据库、河流湖库水质数据库、一
二级管网数据库，通过DNA水
体污染物、水质指纹、水质光谱
监测、水质热成像等精准溯源技
术进行监管。”市生态环境局两
江新区分局副局长王玲介绍，两
江新区还采用“智能化、小型化、
低成本、低功耗”的监测感知设
备，解决排污口前端感知力弱、智
能化程度低、监测方法标准不统
一、及时性差、精准度低、成本偏
高的问题。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构建入
河排污口数字化管理系统，优化
污染精准溯源模型，推动入河排
污口细化、量化、闭环管理。”刘明
表示，重庆将实施入河排污口整
治攻坚行动，推进“污水零直排
区”建设，推动三峡库区城镇污水
溢流问题整改，进一步筑牢长江
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重庆重拳拧紧入河排污“阀门”
全市已排查621条河流9550个入河排污口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
报记者 赵伟平）按照全市统一
部署，3月1日0时至6月30日
24时，我市禁捕水域全面禁止垂
钓。

我市地处长江上游，境内
江河纵横，水系发达，渔业资源
丰富，每年3—6月是鱼类繁殖
的主要时节。为确保我市水生
生物多样性，《重庆市禁捕水域
休闲垂钓管理办法》规定，每年3
月1日0时至6月30日 24时为
禁钓期。同时，根据市公安局、
市农业农村委、市生态环境局
等8部门通告，禁钓期内，我市
境内的长江、嘉陵江、乌江干流
以及大宁河、涪江、渠江、綦江
等754条禁捕河流全面禁止垂
钓。

同时，我市还划定了常年禁
止垂钓的禁钓区。分别是：长江
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重庆段、长江重庆段四大家
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嘉陵江合川段国家级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乌江长溪河鱼类市级
自然保护区、酉阳县三黛沟大鲵
县级自然保护区、奉节县九盘河
市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为进一步巩固长江十年禁
渔“四清四无”（“四清”即清船、
清网、清江、清市场；“四无”即无
捕捞渔船、无捕捞渔网、无捕捞
渔民、无捕捞生产）成果，禁钓期
间，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将
会同市公安局、长航公安等部
门，以及各区县农业农村、公安
等单位，联合开展水陆联动执法
检查行动，以更好维护良好禁捕
管理秩序和社会氛围，确保长江
生物多样性。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提
醒，根据相关规定，如在禁捕区域
内非法垂钓，将由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没收
钓获物和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没收渔具，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
元以下罚款。收购、销售通过休
闲垂钓等方式在禁捕区域捕获的
渔获物及其制品的，由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按照职
责分工，没收渔获物及其制品和
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两倍以
上五倍以下罚款。

7月起，市民才可在除水生
生物保护区之外的江河里休闲垂
钓，且只允许一人、一竿、一线、不
超过两钩。

今起我市禁捕水域禁钓4个月
涉及长江、嘉陵江、乌江干流以及大宁河等

754条禁捕河流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白麟）2月29日，记者从重庆市汽
车商业协会获悉，今年1月，重庆乘用
车市场销量为 4.88 万辆，同比增长
48.9%，环比增长4.5%。其中中国品牌
销量达31590辆，同比增长59.8%，市
场占比达到了64.1%。

从当月销售车型的燃料类型来看，
重庆市场燃油车销量占比为64.02%，
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为33.78%。新能
源汽车1月销量同比增长126.8%，纯电
车型占比达44.8%。

今年1月进入总销量前15的车企
月销均破千辆，长安汽车、比亚迪、吉利
汽车位居榜单前三，且进一步拉开了与
其他品牌之间的差距。上汽大众、日
产、一汽-大众则位居合资汽车品牌前
三位。

细分到不同车型，轿车板块传统燃

油车销量持续走高。市场分析认为，近
期传统燃油车的热销很大原因在于终端
让利可观。从1月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销
量情况来看，有四个品牌单月销量破千
辆，整个新能源市场发展态势良好。

市汽车商业协会相关人士表示，1
月重庆多家车企先后开启了官降，部分

促销政策得到延续，再叠加消费者春节
集中购物的习惯，部分需求得到释放，
市场整体销量出现同环比双增长。2月
受春节提前消费因素影响，车市进入传
统淡季，且工作日减少，经销商客流与
销量出现明显下降，预计本地市场销量
可能出现同环比下滑。

今年1月重庆市场乘用车销量同比增长48.9%

“奔跑吧，小店”系列报道①

“小店经济”点燃重庆烟火气

②②

图①：渝北区紫薇路，特色小店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图②：九龙坡区民主村综合市场，一家名为“低音黄瓜”的咖啡烤肉店食客众多。（资料图片）
见习记者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图③：渝中区山城巷，一重庆风味小吃店吸引了不少游客。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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