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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烟火气”点亮“夜经济”
——民盟宁夏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围绕发展地摊经济建言

本报记者 王 茜

地摊经济一直是城市管理
的难题之一，采取“一刀切”式
的清理取缔方式，既不能彰显
现代化城市治理的温度和水
平，也无法有效解决市民对便
利化生活的品质需要。

民盟宁夏区委会通过调研
发现，我区地摊经济发展迅速，
但仍需规范管理，确保卫生、安
全与市容整洁，目前我区流动摊
贩多为“游击式”零散经营，既难
以管理，又无法集中展现城市文
化，亟须进一步提高城市精细化
管理水平，打造活力与秩序并存
的城市新街景。

民盟宁夏区委会在《关于
规范我区地摊外摆经营 点亮城
市经济活力的提案》中指出，目
前，我区缺少对于地摊及外摆
经营行为的制度文件，流动摊

贩随意占道、经营户无序出店
经营等行为，不仅影响市容市貌，
还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安全
隐患，带来卫生、交通、噪声等
一系列问题，影响群众生活。
尚未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摊
经济品牌，难以吸引游客和市
民，无法跟上时代发展需要，
制约了城市形象的提升和经济
活力的释放。

提案建议，尽快出台规范
地摊外摆经营的制度文件，为
各县区统一管理地摊经济提
供遵循。持续提高地摊外摆
经营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开展
柔性执法，推行“首违不罚”，
强化疏堵结合。结合数字城
管建设实行数字化管理，实行

“一点一码”，数字标记，将地摊
外 摆 特 别 是 流 动 摊 位 纳 入

数 字平台，进行精准管理和
常态化巡查，确保经营有序、
环境整洁的同时，加强经营者
培训，提升规范经营意识。各
市县根据地方特色，结合黄河
文化、丝路文化、红色文化等，
选取合适位置，因地制宜打造
集宁夏特色的美食推广、产品
销售、文化体验等品牌项目于
一体的地摊外摆示范街区，提
升地摊外摆经营的品质。完
善示范街区内环卫、交通、照
明等配套设施，设置停车区
域，为市民提供便利。统一划
定经营摊位区域、统一经营时
间、统一货架、统一价格牌、统
一遮阳棚，实行编号管理，不
断提升外摆经营服务水平和
消费体验，打造独具宁夏特色
的地摊外摆街区。

地摊经济以其丰富的商品种类和亲民的价格，
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是社区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全国各地的地摊诞生过不少亿级品牌，如

“好望水”“足力健”“张亮麻辣烫”“苏荷集市”“长沙
臭豆腐”“怀远辣条”“兰州醪糟鸡蛋”等，这些品牌
的成长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自治区工商联在《关于规范地摊经济成长培育
经济微循环新引擎的提案》中提出，在当前经济下
行压力增大、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地摊经济为
许多城市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提供了生计来
源，还为大量大学生、退休人员等群体实现再就业
和自主创业提供了重要途径，有效缓解了社会就业
压力。

“地摊经济在发展初期，组织规模小、市场
无序、监管不到位等因素会构成产业的垂直分散，
对行业规范化发展产生制约。”自治区工商联通过
调研了解到，一些摆摊者无证照经营，缺乏必要的
经营许可与税务登记，影响市场公平秩序。地摊布
局不合理，部分靠近居民小区，噪声扰民问题突
出。整体卫生状况差，垃圾处理体系不完善，防疫
和卫生措施难以落实，增加公共卫生风险。面对流
动摊贩，监管尺度很难把握，过于严厉的管理措施
抑制摊主经营活力，过于宽松的监管又纵容市场乱
象滋生，均不利于地摊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于
流动摊贩管理问题，亟待进一步疏导解决。

自治区工商联在提案中建议，促进地摊经济的
健康发展，需合理规划夜市与摊位布局，科学分类
设置停车场、卫生间、照明、摆摊空间、噪声间距
等。借鉴其他城市经验，发布“摊区地图”，根据区
域布局、街路分类及交通状况，明确流动商贩的经
营区域、限时经营区及禁止区，并公开信息。实行
摊位报备登记制度，对摊贩进行必要约束，规范管
理与执法方式。深入挖掘地摊经济潜力，将地摊经
济与地方特色产品促销推介相结合，与夜经济等融
合发展，统筹利用现有露天市场摊区，允许合理延
长经营时间。

提案还建议，融入本地特色和风土人情，发展
风味饮食、特色文化展演等，提升夜市经济与地摊
经济的本地特色。扶持“小店经济”，优化准入流
程，支持餐饮类门店增加夜宵品类和休憩场所，延
长消费者逗留时间。科学管理疏导，引入社区网格
化管理模式，分级分类管理地摊经济。建立健全地
摊经济信用评价体系，对经营者进行信用评估和公
示，激励诚信守法、文明经营，处罚违法违规行为。
加强宣传教育与培训，提高经营者素质，引导消费
者理性消费、文明购物，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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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烟火气”与“文明风”同行

本报讯（记者 韩瑞利）今年，自治区政协委员张宏伟
提交《关于促进我区老年食堂可持续发展的提案》，从探索
老年食堂社会化运营方式、加大政府监管力度等方面积极
建言。

提案介绍，近年来，随着老龄化趋势加剧，老年人特
别是空巢、留守、独居等老年群体“吃饭难”问题凸显，各
级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大力发展助老食堂，但社区（村）老
年食堂普遍存在资源利用不充分，难以持续运营的窘
境。建议建立相应配套政策，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对运营
机构给予必要的优惠政策支持。增设线上服务平台，推
行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义工等包片帮扶高龄、独居、失能
等老年群体。在非就餐时间段，食堂可开展代销食材、定
制餐食、承接团体文化活动等能满足居民需求的其他服
务项目，建立起以“食堂+送餐上门+探护+助购+文化娱
乐”的多元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充分利用老年食堂资源
设施，通过招投标积极引入大型市场化、连锁化的餐饮机
构运营社区（村）老年食堂。社区（村）食堂在积极提供堂
食服务的同时，还可积极提供市场化的居家养老服务，对
社会化运营机构实施约束淘汰机制，对服务质量不好的，
淘汰更换新的运营主体。

政府相关部门研究出台社区（村）老年食堂相关标
准，实施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对老年食堂的发展进行科
学引导、规划和监督，明晰经营权和管理权，定期组织检
查、评估和考核，及时发现问题。对缺乏运营条件的及时
撤并或转型。严格控制新增集中就餐食堂数量，侧重发
展相对成本低、灵活性强的送餐服务。强化日常监督检
查，畅通群众投诉举报处理渠道，建立退出机制和奖惩制
度，确保服务质量和食品安全。

自治区政协委员张宏伟建议：

多举措促进我区
老年食堂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 茜）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内
外都不断取得突破性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驱动第
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技术之一。今年，自治区
政协委员赵利宁提交《关于加快推进我区中小学人工智能
教育的提案》，从加快顶层设计、突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开
发和拓展、推进教育改革和育人理念转变等方面提出意见
建议。

提案介绍，为适应我国产业升级对人工智能人才的迫
切需要和加快培养适应新时代社会生活的高素质公民，去
年 11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
通知》，明确要求全国中小学到 2030 年普及人工智能教
育。可见，在学校教育中加强和普及人工智能教育已经是
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目前，我区中小学与全国其他省份
一样，都还尚未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教育。我区在前几年就
实施了各级学校“互联网+教育”示范区建设项目，并取得
了全国领先的好成绩，为在我区中小学进一步全面实施人
工智能教育打下了良好基础。

提案建议，我区教育部门积极主动争取自治区支持，
尽快研究出台贯彻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
部署的具体实施方案。推进教育改革和育人理念转变，学
校教育必须在推进人工智能教育的同时也要加快推进深
化教育改革，必须加快推进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育评价
等方面的改革。筹划启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师资培训
计划，积极学习借鉴发达地区学校人工智能教育的先进经
验，优选有关人工智能教育软件开发企业参与，探索开发
中小学教育教学和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教育行政部
门大力引导高等学校和继续教育机构迅速推进人工智能
教育和培训，加快为中小学开展人工智能教育培养师资、
提供实践场景等各种所需的帮助。

自治区政协委员赵利宁呼吁：

加快推进宁夏中小学
人工智能教育

▼游客挑选非遗文创产品。

根植本土文脉 绽放文创活力
蔡睿晓 文/图

将非遗与文创产品开发深度融合，不仅
能有效传承和弘扬宁夏的非遗文化，还能通
过创新的商业形式推动宁夏文化产业的繁
荣，为建设文化强区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自治区政协委员李剑在《关于推
动 我 区 非 遗 文 创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提 案》
中 提 出 ，目 前 宁 夏 在 非 遗 文 创 产 品 开 发 方
面 仍 面 临 设 计 缺 乏 创 新 与 多 元 性 、品 牌 建
设与推广滞后、推广渠道有限等诸多挑战，
亟待解决。

提案建议，加强对文创产品开发经营活
动的支持。奖补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文创企
业、非遗文创企业和文化产品研发。设立非
遗文创人才培养专项资金，鼓励举办展出、论
坛、大赛等相关活动，激发城市文化创新活
力。引入专业设计团队，推动文创企业、非遗

带头人与高校设计专业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
开展设计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参与非遗文创
产品设计。定期举办“文创设计大赛”等赛
事，吸引顶尖设计人才参与，鼓励本地设计
师、非遗传承人深入研究非遗文化，将现代设
计理念、时尚元素与当地特色进行有机融合。

提案建议，强化文创品牌建设与推广。
整合宁夏非遗及文创资源，打造地方“宁夏
非遗文创”品牌。明确品牌定位，突出宁夏
非 遗 文 化 的 独 特 性 和 地 域 特 色 ，开 设 文 创
品 牌 旗 舰 店 ，在 机 场 、高 铁 站 、大 型 商 场 等
人 流 密 集 场 所 设 立 销 售 专 柜 ，为 企 业 及 传
承 人 提 供 市 场 销 售 平 台 ，助 力 文 化 产 业 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完善产业链协同机
制 。 规 划 建 设 宁 夏 非 遗 文 创 产 业 园 区 ，吸
引旅游服务公司、创意设计公司、文化艺术
类 生 产 加 工 企 业 、销 售 平 台 等 产 业 链 各 环
节企业入驻，实现产业集聚发展，促进资源
共享与协同合作。

▼制作精美的非遗面塑作品。 ▲工作人员展示滩羊皮制成的手工艺品。

本报讯（记者 单 瑞） 县城作为连接城乡的重要载
体，是统筹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战略支点，也是
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和关键环节。今
年，民建宁夏区委会提交《关于进一步增强我区县城综合
承载能力的提案》，从多角度积极建言。

通过开展相关调研，民建宁夏区委会了解到，我区县
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的质量有待提高，部分县城功
能定位不清晰，县城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的编制与实施有
序衔接不畅通，横向和垂直连接交流不密切。还存在县域
经济实力弱人口少、县城比较优势的特色主导产业不明
显、县城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县城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需
要提升等短板弱项。

提案建议，推动县城优化空间格局，县城详规编制和县城
建设政策要立足各县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产业基
础、功能定位，协调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城的产业发展规划，避免
重复建设，分类推进县城发展。要尽快推进县城基础设施补短
板、强弱项，从产业配套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环
境基础设施建设入手，提升县城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水平；加
强智慧县城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县城数字治理水平；大力推进
县城医疗体系、教育水平、养老保障体系等公共服务建设，尤其
是尽快充实县城医疗资源，提高县域医疗技术水平；提高县域
普通高中教育质量，缩小与大城市教育资源差距。

提案还建议，提高县城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
平，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开展社区治理水平提升行动，提
高居住品质。改善升级县城生活服务设施，重点瞄准年轻人的
业余生活爱好，加快购物中心、娱乐设施升级和完善。大力发
展比较优势明显、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产业，推
动形成“一县一业”发展格局。提升产业园区发展质量，培育壮
大工业企业，不断提升县城产业承载能力和人口聚集能力。围
绕县城专业化功能定位，集中有限资源发展优势产业，形成特
定区域内产业发展的规模优势，带动全县发展。

民建宁夏区委会呼吁：

进一步增强
我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

地摊经济以其独特的灵活性和低成本特点，成为激活经济微循环、促进就业
创业的重要引擎。今年，民盟宁夏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提交相关提案从合理规
划管理、引导融合发展、打造特色示范街区等方面积极建言，助力我区地摊经济
健康有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