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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立秋之后，阳光渐渐柔和。 一大早，汤守凤带着
黄女士家一岁零一个月的宝宝在小区里练习走路，
路过的邻居纷纷和她打招呼：“这娃被你照顾得好，
皮肤白嫩嫩的，身上肉墩墩的，特别招人喜欢。 ”“我
这假期快结束了，你身边有没有跟你一样这么会带
娃的，帮我也介绍一个……”

转眼间，汤守凤到黄女士家做育儿嫂已经一年
有余，她为人热情爽朗，做事细致周到，小区里带娃
的爷爷奶奶、宝爸宝妈们都爱与她聊几句，听她传
授怎么照顾宝宝起居，怎么给宝宝做辅食等等。 黄
女士常说：“她把宝宝照顾得很好，有她在家，我基
本不用操心家里，可以安心在外工作。 ”

2022 年 7 月，一直在家带孙子的汤守凤“光荣
退休”，虽然已经 55 岁，但闲不住的她四处打听工
作的门路。 正值平利县人社局和广佛镇政府牵头，
联合中汇豪乡村建设服务公司、聚硒优职校开设的
养老和育婴护理培训即将在广佛镇开班，汤守凤听

到这个消息，当即报名参加了为期 12 天的培训。 课
堂上，专业老师通过“理论+实践”的方式讲授了许
多的护理常识与技巧，加上汤守凤爱学爱钻研的性
子，很快便掌握了这门技能。

结课后，汤守凤不仅领到了县人社局颁发的技
能培训证书，还接到了中汇豪乡村建设服务公司提
供的就业岗位。 已稳定就业的汤守凤说：“如今政策
好呀！ 一辈子围着灶台和孩子转的我，哪能想到这
个岁数了，参加培训就能领到证书，拿到证书就立
马上岗了。 我喜欢这个行业，做起来得心应手，我要
用我的专业知识在这个行业好好干上几年。 ”

这一年多，汤守凤的心是热乎的，虽然儿女已
成家立业， 但仍可以靠自己的双手为家庭增收，过
硬的技能给了她在育儿护理这个行业的底气，也让
她用自己的本领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县人社局牵头组织的中式面点师培训班要开
班了，你赶紧去报名吧，培训完就能上岗……”汤守

凤在电话里跟自己的嫂子拉着家常。 这是平利县人
社局牵头组织的第 68 期职业技能培训班， 课程涵
盖了中式面点师、家常菜厨师的培训，这种针对群
众需求的定向培训，不仅深受劳动者欢迎，也促进
了劳动者向技能劳动者转变。

近年来，平利县人社局以群众需求、市场需求
为导向，实行“培训＋就业”的模式，持续推进农业产
业技术、家政服务、直播电商等从业人员培训，让一
技之长成为劳动力就业的保障；各镇乡村建设服务
公司在培训后为劳动力提供精准的就业岗位，通过
人岗相适， 让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实现增收；同
时，该局指导各镇通过专业化、规范化的后续跟踪
服务，增强劳动力就业信心，确保培训一批，就业一
批，稳定一批，让更加充分、更加稳定、更高质量的
就业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的助力。

截至目前， 平利县人社局组织职业技能培训
2300 余人，800 余人通过培训实现了稳定就业。

夏日的河风热闹了汉江两岸，汉江东坝大桥
附近的夜市俨然成为今夏中心城区新晋的“夜经
济”网红地，吸引着广大市民来此纳凉消费，摊贩
主到此摆摊经营。 随着东坝内环路的 “自由生
长”，也暴露出诸多城市管理问题和安全隐患。 为
此，8 月 2 日市、区创文办牵头,联合汉滨区城管、
市场监管、公安、交警、住建、新城街道等多部门 ,
对中心城区东坝内环路的马路市场进行联合整
治 ,旨在消除这一区域安全隐患、疏导交通、规范
管理。

要便利，更要安全

“有了这个临时便民市场， 对于我们市民来
说是件好事，吃完晚饭，带着家人纳凉锻炼时，顺
带买些附近村民自产自销的时令果蔬，还是挺方
便的，孩子也能在手工摊位上做做手工。 ”经常和
家人前往东坝内环路锻炼纳凉的汪女士说。

空气中弥漫的美食香味，令人垂涎三尺。 谈
及是否会选择该市场的小吃时，汪女士说：“我们
都是吃完饭才过来的，也不情愿孩子在此购买小
吃，之前看着食材裸露、蝇虫横飞，看不到经营者
的相关手续，总担心卫生不过关，吃出问题。 ”

“7 月中旬，和朋友在四桥下吃完夜市，不知
道怎么回事，一觉起来就开始闹肚子。 ”市民文先
生说。 无独有偶，市民周先生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烟火气升腾，夜经济活跃，夜市美食功不可
没。 守护食品安全底线既是便民利民的内在要
求，也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汉滨区市场监管局餐饮股负责人柯强说 ：
“为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守护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我局组织执法人员对市场内的经营户
实施一看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和个人卫生；二查食
品原料和食品相关产品购进索证索票；向摊主讲
解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要求，加强自查，主动
排除风险，要求严把摊位卫生清洁、食品保存条
件和期限、生熟分开盛放、熟制食品烧熟煮透等；
对经营中的不规范行为进行指导规范，现场改正
促其合规经营；发现食品来源不明、经营过期变
质食品等食品经营行为，责令立即下架，停止经
营行为，并将予以严厉打击。 ”

同时，柯强提醒消费者在摊位消费时要加强
自我判别和防范意识， 一看摊点是否干净整洁，
食材色泽是否正常；二闻食材有无异味；三尝有
无发酸、发馊及未熟透。 发现异常应立即停止食
用。

汉滨城管分局新城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周训
介绍，近日，新城执法大队根据《陕西省食品小作
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的相关规
定对食品摊位、经营者进行规范管理。 通过前期
广泛调研， 深入宣传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积
极协调办理《食品摊贩登记备案卡》，要求市场内
食品经营者将健康证、摊贩承诺书以及登记备案
卡悬挂在各自摊位醒目位置。

“作为食品经营者， 食品安全既是我们的职
业操守，也是我们的立业之本。 我们既是经营者，

也是消费者，只有我们恪守餐饮者职责，互相监
督，共同营造良好的餐饮环境，才能为自己、利他
人。 ”自今年 5 月份开始在此经营冰汤圆的摊位
主陈兵说。

“以前马路中央随意停放的车辆和摆放的摊
位，尤其是煤气罐等设施，一旦发生冲撞意外后
果不堪设想！ ”市民汪女士担忧。

针对市民关心的燃气瓶安全问题，汉滨区市
场监管局副局长吴波介绍， 自整治工作开展以
来，该局组织食品和特种设备人员,对食品摊贩和
燃气使用户开展政策宣传、安全知识讲解、全面
摸底调查, 并邀请江南燃气公司技术人员使用专
业仪器对燃气瓶安全进行全面检测,发现问题 ,现
场整改。

不为省事而治理，为的是秩序井然

回想整治前的状况市民纷纷吐槽：“机动车
道摊贩、车流、行人混杂，占道经营、占停车位经
营严重、叫卖声、汽笛声嘈杂，经营垃圾、厨余垃
圾收集不规范……”“上次来四桥，除了烟熏火燎
的炭火味，偶尔还能闻到泔水等厨余垃圾的腐臭
味，走在路上，时而会踩到空饮料瓶、奶茶杯、一
次性包装盒等。

“之前因经营摊位流动性大， 影响市民再消
费，商贩之间抢占、多占摊位矛盾频发，给消费者
和市场管理带来诸多不便，同时也不利于我们商
户开展经营活动。 ”摊贩经营者马先生说。

汉滨公安分局城郊派出所所长卢长江介绍，
今年六七月份该所共接到东坝内环路临时便民
市场摊贩、市民报警求助电话 126 起。 为此，该所
立即响应，秉承“事前干预，事中处理，事后宣教”
的原则，结合实际需要组织民警加大对该市场的
巡逻频次、定点蹲守。 对已发生的冲突和纠纷根
据情节， 能现场化解的尽量现场从速从快化解、
教育，起到了“处理一起，教育一片”的作用；对于
情节严重的带回所里进一步调查处理， 严厉打
击。 针对该市场安防监控不足的现状，及时与城
管部门沟通协调完善监控设备事宜。 并敦促市场
主体畅通纠纷求助渠道，勇担主体责任。 联合整
治后，该所接警、出警频次明显减少，截至 8 月 11
日共接到报警求助电话 8 起。

秩序良好、规划合理、交易公平、环境整洁、
买卖便利、供求均衡、安全有保障是激发市场经
济潜力的前提。

7 月 25 日，汉滨城管分局、新城街道发布《关
于设置东坝内环路临时便民市场的通告》对该市
场运行管理进行规范：明确经营时间，划定经营
区域，确定以摇号的方式分配摊位。 要求经营户
不得缺斤少两，出售过期、“三无”以及其他不合
格商品，保持摊位周边干净整洁、舒适有序，自觉
保持周边环境卫生清洁，严禁压线、越线或多占
摊位等现象，严禁流动经营，严禁占用车行道、停
车位等非经营区域摆摊设点。 餐饮经营户严格按
照食品安全相关规定规范操作，及时完善健康证
和《食品摊贩登记备案卡》相关手续，落实油烟管

控、 厨余垃圾收集等管理规
定。 对该市场内不按照规定
的时限、 类型开展经营活动
或不按经营区域规定流动经
营的，予以取消经营资格，对
拒不配合城市管理规定 ，继
续违章占道经营予以依法取
缔。

周训介绍 :“根据市场实
际我们在马路两侧规划食品
摊贩、 果蔬小百货以及儿童
游乐设施四个区域，其中 176
个食品摊点规划摊位、282 个
蔬菜水果摊位、小商品 72 个
摊位以及 500 多平方米的儿
童游乐设施区域并组织城管
执法人员劝导引导摊贩规范
经营。 ”

为加大力度改善东坝内
环路临时便民市场秩序 ，提
高市民休闲消费体验， 助力

汉江生态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建设，经相关部门
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研，汉滨区城管局引入安康
八投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投公司）
对该市场进行系统性商业运营。

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八投公司对该市场的
500 余个摊位进行编号施划， 按类型指定经营区
域，安排 6 名工作人员维护市场秩序，及时制止经
营户的抢占、多占摊位行为，并对市场内外的环境
卫生进行清洁保洁。

收费不是目的，为的是更好

比起“自由生长”的经营模式，引入第三方管
理公司运营所产生的管理费用，曾一度牵动着经
营户、相关部门和管理公司的心弦，也因为收费问
题，引起网民热议。

“刚开始说是每个摊位每月的管理费是 500
元，一个季度一交，一次性交 1500 元。 后来改为
400 元每个摊位每月， 现在确定为每个摊位每月
300 元，一个月一交。”“刚开始说一次性要交 1500
元，大家觉得挺高的，毕竟我们这是小本买卖，受
天气、季节因素影响大。 ”8 月 8 日，记者在东坝内
环路临时便民市场采访中，商贩纷纷表示。

对此， 记者采访了八投公司负责人张刚，他
说：“今年 6 月公司成立， 成立之初先在新城街道
心石村进行报备， 吸纳村内 5 名无业村民参与管
理。 公司目前只针对小商品和餐饮的 130 个摊位
进行收费，对学生、残障人士、退役军人和蔬果经
营户实施免费。 开始收费的标准参照中心城区其
他市场，配备人员充足和前期设施，后来结合城管
等部门指导意见，听取经营户建议，对收费金额和
方式进行调整，最终确定了现在的收费标准。 收
来的管理费用于市场设施、垃圾清运、人员工资、
办公场地租用等开支，初步核算基本持平。 ”

整治后的市场秩序大家有目共睹，广大市民
和经营户纷纷点赞。 采访中记者发现，经营户和
八投公司普遍认为，东坝内环路临时便民市场的
主体是众经营户和八投公司，实现该市场的经济
繁荣是他们的共同愿望。 为此众经营户围绕如何
打造城东夜市经济新 “IP” 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
见，八投公司也进行了回应。

马可说：“我现在的手工摊位主要顾客是小朋
友，旁边有一个烧烤、爆炒类食品摊位，油烟太大，
小朋友受不了。 建议合理规划摊位，把油烟比较
大的摊位放在一个区域，没有油烟的规划为另外
一个区域。 ”

李韧说：“这个夜市的流量构成主要是夜间茶
余饭后出来逛街遛弯的市民, 还有一些是前来踩
点摆摊的人,消费潜力有，但直接消费者并不多,加
之来此摆摊的单体商贩经营品种少，所以‘单打独
斗’顾客流量太少了,我在想能不能几个摊主联合
起来‘抱团’发展 ,各摊位之间可以进行 ‘交互引
流’,共同服务对方的顾客 ;再者 ,‘抱团’发展也可
以使商品种类增加, 能够更好满足顾客的消费需
求,说不定以后在某些生意环节,比如说食材采购
可以统一由一个人负责, 还可以节省其他人的时
间成本。 ”

陈兵说：“常常有顾客在我这里消费时，想买
点别的东西，一听要走两三百米就算了，建议在现
有规划的基础上，将马路两旁的摊位进行集中划
分，尽可能地缩短同类型摊位的距离，方便顾客消
费。 同时，在路口设置导览图，消费者一看就知道
自己要往哪一块儿走。 ”

刘雷说：“整治之后，依然有少量的摩托车、私
家车停放在摊位前影响生意。 建议能不能增加停
车位，加强乱停乱放管理。 还有就是现在商户们
的用水用电、垃圾回收需求增加，能不能协调补齐
水电、垃圾桶等基础设施短板。 ”

……
对此，记者采访了张刚，张刚表示：“目前公司

刚刚接手该市场的管理运营业务，虽然各项工作
都在有序推进， 但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有待完善。
下一步将加大与相关主管部门、商贩和市民沟通，
结合实际，立足长远，逐步完善水、电、垃圾桶、导
览牌、停车位等基础设施，统筹摊位资源，合理规
划区域， 优化商贩经营环境， 提升市民消费体
验。 ”

在广阔的经济市场，个体经营户如同船舶队伍中的小艇，具有灵活、广泛的特
点，维系着家庭的营生，促进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小艇”只有
安全可靠才能行将致远，只有灵活快速才能脱颖而出。 同时，在“小艇”逐浪而行，驶
向富裕彼岸的过程中，也要坚守职责，以身作则维护航行秩序，保证“航道”畅通，不
做损人利己或者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小商小贩通过勤劳的双手，实现自身的价值，助推着汉江生态经济带重要节点
城市建设的进程。 有市场就有竞争，在这大浪淘沙过程中，那些质量不过关，服务不
到位，模式不灵活的经营者终将倒在沙滩上，那些坚守初心、深耕质量、服务周到、灵
活创新的经营主体势必左右逢源，向好向远。

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承载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扮演着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的角色。需要主动及时提供管理服务、统筹协调好市场经济自由发展中的各方矛盾，
保证市场安定、竞争公平、秩序良好的外部环境。既要伸手作为，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利商便民；又要缩手放权，激发市场潜力，释放市场主体动能；还要举手鼓掌，鼓励小
微经营主体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广泛开展合法合规的经营活动，提升人民群众增收
创富能力。兼顾“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作用，于无声处做好统筹服务，于繁华处做
好规范管理。

烟烟火火升升腾腾处处 ::从从““““““““““““““““““““““““““““““““““““““““““““““““““““““““““““““““““““““““““““““““““““““““““““““““““““““““““““““““““““““““““““““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 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由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 ””””””””””””””””””””””””””””””””””””””””””””””””””””””””””””””””””””””””””””””””””””””””””””””””””””””””””””””””””””””””””””””到到规规范范经经营营
记记者者 唐唐正正飞飞 实实习习生生 杨杨琴琴 曹曹艺艺瑶瑶

主动作为激发市场活力
记者 唐正飞

汤守凤的育儿增收之路
通讯员 唐晓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