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摊又回来了。日前中央文明办明确要

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

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总理亲自为地摊经

济、小店经济站台，国内许多地方都放宽了

对地摊的限制，一些城市街头出现了久违的

地摊买卖。一时间，低成本、易操作，每天都

能算出自己赚多少钱的地摊，点燃了许多人

的创业热情。

不过，呈井喷态势的地摊经济，很快遭遇

了来自现实的尴尬。据新京报等媒体报道，

近日郑州开放早市地摊，让很多当地人跃跃

欲试。结果有人到郑州“第一大夜市”健康

路一问，最早每月 20 元的摊位费，如今涨到

800 元，有人把摊位租下后，转租给其他人，

价格高达 3000 元。网友直呼，这简直是“坐

地起价”。

这则新闻其实被误读了。郑州健康路夜

市已经存在了 20 个年头，所谓 20 元一个摊

位，应该是最早期的价格。现在以这个价

格，哪里能租到一个黄金地段的摊位？很

快，当地金水区政府发布回应，证实了笔者

的看法。根据相关回应，健康路夜市是由企

业运营的，摊位费涨到 3000 元，实为个别商

户层层转租造成的。

这事从侧面反映了人们的某种担忧。放

开地摊经济是好事，但如果摊位费跟着水涨

船高，难免打击人们的积极性。尤其是，在

鼓励发展地摊经济的新背景下，地方的管理

思维也要跟上节奏，本着“让利于民”的出发

点，让商户得实惠，让百姓得便利。比如，现

在该地决定把经营权收回给街道统一收费、

统一管理。这样做应是可行的，只是一方面

要处理好与原经营者的协议，另一方面不要

让“统一收费”变成统一提高收费，否则既侵

占市场主体的利益，又打击地摊商户的热

情。

让利于民才是最好的扶持。管理不等于

收费，更不等于乱收费。否则，这一轮地摊

经济的放开，恐怕会被现实无情打脸。

让利于民不仅体现在收费，还体现如何

为百姓办实事，为地摊经济开绿灯。不无凑

巧，近日一则新闻反映了这一问题，据江南

都市报报道，6 月 1 日晚，江西萍乡市一餐饮

管理公司负责人周海波原想在自己门店外摆

夜宵摊，却被当地城管人员劝阻。当地城管

局有关负责人给出的说法是，放开夜宵摊

“要有文件”。

明明上面有精神了，还要等文件通知，这

就是政策执行遇到了“中梗阻”。换句话说，

中央层面已经明确要鼓励地摊经济，百姓也

都知道眼下要搞活地摊经济，而地方政府部

门却还在等文件通知。如果当初搞改革开

放，一些政府部门都是这种做法，恐怕也没

有后来的经济发展局面。这样的僵硬做派算

不算“不作为”？

要鼓励个体创业，搞活经济，就不能任由

摊位费漫天涨价，更不能让形形色色的官僚

做派阻挡人们的热情。一个城市要有烟火

气，职能部门要有人性化举措，要有让利于

民的大局意识。

让利于民，是对地摊经济的最好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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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有些奇怪，似乎真正的喜剧大师私

底下都很严肃，甚至是无趣的人，像卓别林、

憨豆先生、周星驰。生活的残酷之处也许正

在于此：那些带给我们最多笑声的人，他们的

现实生活并不快乐。人生需要突围，正是遭

受了生命的“痛吻”，才需要用笑容给生活加

点糖，日子才能继续。大师如此，普通人也不

例外。

今天钱江晚报 2 版上报道了温州瑞安一

对爱跳曳步舞的农民夫妻。此前，新华社以

《田埂间的曳步舞：用笑容给生活加点糖》为

题进行了报道。这对爱跳曳步舞的农民夫

妻，经历了生意失败、车祸、病痛等厄运却没

有气馁，心里种下了跳舞的种子，田间地头，

哪里都可以是他们的舞台。

50 岁的范得多和 45 岁的彭小英夫妇，生

活在浙江温州瑞安的马屿镇霞岙村，除了照

看八亩菜地之外，最大的乐趣就是一起跳自

编的曳步舞。

18 年前，丈夫范得多在一次车祸中受伤，

更不幸的是，因惊惧过度还患上了抑郁症。4

年前，妻子彭小英开始带着丈夫一起跳舞。

两人在热情的舞蹈中挥洒汗水，范得多的情

况有了明显好转。现在，夫妻俩在抖音账户

上共有 140 余万粉丝。每天晚上，他们直播跳

舞，屏幕上漾出的笑容感染着越来越多的

人。丈夫范得多表示：有活干，有舞跳，现在

的生活真的很好。

看着这对跳舞跳得很嗨的农民夫妻，有

一种无以名状的感动。想起了“生命以痛吻

我，我要报之以歌”的诗句；想起了矿工儿子

比利·艾略特的舞动人生；想起了罗曼·罗兰

的英雄主义：认清了全部的生活真相以后，依

然热爱生活。正是努力去理解命运的诡谲，

才有了这样向阳而生的笑脸吧。

彭小英夫妇在田埂间跳舞，他们的笑脸

向阳而生。正是这样的笑容，打动了无数的

人。还真羡慕他们家八亩菜地里的黄瓜和玉

米啊，每天可以看着这对恩爱夫妻跳舞。不

由令人心生狂想：这样长大的瓜果蔬菜，也会

因快乐而特别美味吧。

的确，生活不易，不时碰壁，很容易让人

“丧”。但坚持着，满腔热情地生活，才是更大

的勇气和力量。成年人的世界里，哪有容易

二字啊。职场上的明争暗斗、创业赚钱的苦

心经营、为人父母的焦虑无奈⋯⋯不被生活

虐上千百遍，不能算真正“活”过。只有经历

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后，还能继续笑着向

前走的人，才是真正的勇士。

这个跳舞故事，粗看是在讲一段和笑容

有关的甜蜜生活，其实也在讲不可捉摸的人

生苦难。它在无可避免的人生挫折里，给出

了好好活下去的方式：坚持和热爱。只有爱，

才能战胜最深的孤独和痛苦，让彼此守护支

撑。彭小英说，“牙再大，也要笑”，是的，生活

要的就是这种态度：“丧”很容易，挺过去，热

爱生活才是真的酷。

“丧”很容易，挺过去才是酷

餐厅倒闭前苦等 300 多个会员进行退

款，原因是不想让顾客寒心。据大众网报

道，这家名为三十三间堂的餐厅，在武汉开

了 11 年，因疫情影响不得不从 6 月 1 日起歇

业。

这次疫情，影响最大的地方就是武汉，而

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就是餐饮。经营 11 年

的老店无奈关店，实在可惜。

餐厅经营者能在困难中主动给消费者退

款，值得赞赏。餐厅可以倒下，信誉不能倒

下，餐厅老板说：“餐厅再难也要退钱给顾

客，不能让顾客寒心。”

这家餐厅的举动，无疑给同行做了个榜

样：就算再困难，消费者的利益也一定会得

到保障。有了这样的承诺，消费者自然就会

对商户产生更多的信任，会更放心地进行消

费。

这也是诚信的体现。客户在餐厅办理了

充值卡，等于与餐厅建立了合同关系。如今

餐厅无法继续提供服务，意味着合同终止。

餐厅苦等会员退款，就是在履行合同。

市场经济之所以能正常运行，正是基于

诚信，正所谓“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

特别是预付费式充值这种消费方式，消费者

一方面固然是冲着优惠而来，另一方面也是

基于对商户的信任。

然而，也存在某些商家诚信缺失，严重影

响所在商业生态圈的健康运行。疫情期间，

就存在一些预付费式充值的商家倒闭或跑

路，却没有履行退款的责任。如此，那些被坑

的消费者恐怕日后对同业的商家会多一份不

信任感。一个恶果是，许多消费者开始对预

付费式充值模式产生怀疑和抗拒。最终受损

的，还是这个商业生态圈中的经营者。

有些消费者遭遇商家跑路，经市场监管

部门介入后得到了妥善处理，有些则投诉无

果，只能自认倒霉，不了了之。

要维护好商业生态圈，提振消费信心，除

了市场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和引导，更重要的

是需要经营者有诚信的自觉。说到底，商家

歇业前等消费者来退款，不让消费者寒心，

不该是特例，而应该成为常态。

再难也不让顾客吃亏，何时成商家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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