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1616

·评论
2023.11.30 星期四 责任编辑：吴秀笔/版式设计：管继承/责任检校：姚清2023.11.30 星期四 责任编辑：吴秀笔/版式设计：管继承/责任检校：姚清

近日，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帮接到读者报料：去年开

业曾红极一时的杭州萧山区江寺桥农贸市场只剩下三个摊

位还在卖菜，其他全部改成封闭空间做外卖生意。曾经“众

星捧月”，如今却“跌入谷底”。一个农贸市场在短短一年半

时间，就经历了这么快的浮沉，实在令人唏嘘。

这家农贸市场当初的“流量”“人气”，为何没能留下

来？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记者采访发现，当初所谓

的“流量”和“人气”，其内核无非是怀旧的装修风格，是大家

曾经的美好回忆。因此，靠着高颜值的怀旧风，市场短暂撑

起过一阵热度，但当这股新鲜劲过去后，顾客发现这个市场

没有更多的吸引力时，自然很快就“凉凉”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怀旧风”的潮水退去后，大家发

现，这家菜市场不仅比那些社区菜蔬小店距离小区远，而且

菜场里面卖的菜，价格比周边很多小店都要贵。如此看来，

改造装修终究是一个营销噱头。

那什么才算真正的品牌营销？简单地说，就是要考虑

周边居民消费的实际需求，提升核心竞争力。农贸市场归

根结底是老百姓买菜的地方，首要的问题不在于颜值高不

高，而在于“内在”美不美。只有把“内在”修炼到家，才能经

得起市场和社会的检验。

具体地说，你能不能提供、保持高品质和高性价比的菜

蔬，这才是一个菜场的核心竞争力。比如，从蔬菜、水果、肉

类到海鲜、面食、熟食，提供的食材是否更全面；食材是不是

更新鲜、更原产地、更优质和更安全；能不能对准群众的实

际需要，提供更细致更到位的服务；与周边同类市场或者小

店，是否形成差异化的竞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让顾客

实现视觉和精神上的愉悦。

此前，杭州有一个网红菜场进行了独特的探索。在这

家菜场里面，藏着一家“火锅店”，顾客可以现场买菜现场烫

火锅。如此顺应群众需求的创新，无疑给广大农贸市场的

经营者提供了一个正向的借鉴和思考。

一个好的菜场，不能只开到顾客眼里，还要开到顾客心

坎里。其基本追求便是：更贴近民生，更注重品质，更有烟

火气，让菜市场更有人情味，给顾客提供便利。江寺桥农贸

市场尝试的失败，其实是一件好事，它能够让经营者及时反

思，如何真正抓住顾客的心、让顾客真心满意。到那时，菜

场重新走红也就会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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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杭州流动摆摊的一对外地夫妻

变身夜市小吃街商户的故事，得到了不少网

友的关注。

这对夫妻刚开始在菜场停车场摆摊

时，由于缺乏相关证件，又属于占道经营，

两口子与临平城管之间总会上演“你追我

逃”的故事。这一带这样的流动摊贩有 50

多家，不时上演的“追逐戏码”不仅有损城

市形象、增加交通安全隐患，还会让摊贩们

的小本买卖“鸡飞蛋打”，城管与摊主们都

是一肚子苦水。

经过多方考量与商议，最终临平城管

与附近的街道选定了一块相对独立的地

块，为流动摊贩们打造了一条 200 米左右

的“夜市小吃街”，摊主们登记报备健康证、

卫生许可证等后，做起了合法的买卖。50

多个摊贩与临平城管之间达成的暖心结

局，见证了城市管理对流动摊贩“从堵到

疏”的治理转变。

夜间摆摊不仅是灵活用工的“夜间模

式”，也是市井烟火的补充延续。流动摊贩

的出现与百姓们对夜间路边消费的需求，说

明了夜市摊贩存在的客观理由，也照见了摊

贩们在城市谋生的诉求。

城市管理与流动摊贩之间存在的“天然

矛盾”如何消弭？城管人员不能沿用过往简

单粗暴的执法方式，让流动摊贩心生畏惧。

单纯的驱赶只会让城市管理陷入周而复始

的“死循环”。城市管理部门要换位思考，让

自己当一回摊贩们的“一家人”，倾听诉说，

了解诉求，真正拉近彼此的距离，用有温度

的管理方式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执法

有了温度，解决管理难题通常就会“四两拨

千斤”。

在这一点上，河南许昌的城管队伍探索

出了“胖东来”式的管理模板：不仅为流动摊

贩们找了歇脚的地方、支起过夜的帐篷，还

提供解渴的清水、照明的电灯。担心摊主们

睡不踏实，城管又在场地周围装上了监控摄

像头。如此一来，更多的流动摊贩自愿聚集

到合法的摆摊位置，不仅方便城管进行综合

管理，也形成了商业的规模集聚，实现了双

赢。

无论是临平的夜市一条街，还是许昌

的温馨营地，都显现出城市管理的新视角：

全新定位城管与摊贩彼此的角色，让两者

共同承担城市管理的职责，为城市的规范

整洁通力合作，为市井街坊充满烟火气共

同努力。

对待流动摊贩的态度，反映了一座城市

的格局。在敞开大门、欢迎外地人的同时，

要让他们在这里努力奋斗、实现梦想，需要

提供更多的关怀。杭州一直都是这样一座

讲人情味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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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某办公楼前的一块安全警示牌引发争议。安

全警示牌上写“未成年人不允许入内”，并在学生放学时间设

专人值守。由于该办公楼门前的通道旁就是地铁10号线4号

口，而西面有两所学校，因此，一到上学及放学高峰，保安便

会上前阻拦，示意学生和家长绕道而行。

为了这块安全警示牌，网友们吵翻了天。有部分网友在

留言中认同物业管理方的做法，觉得为了孩子安全考虑，可

以理解；也有人认为物业的管理方式简单粗暴，将“未成年

人”单独划出，有歧视之嫌；还有家长吐槽：这种画地为牢的

管理方式，剥夺了未成年人的公共通行权，希望有关部门加

以干涉。

报道发出后，相关部门马上核实情况，并责令广场物业

负责人当场撤掉违规告知牌。

实际上，在生活中的不少公共场所，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类似的安全警示标识牌。比如，在河边或者是鱼塘之类的水

域旁边，设立“当心落水”的警示牌，警示人们不要玩水，防范

危险；或者在一些景区公园及生态园，会有“爱护环境”的标

识牌，提醒人们保护环境、爱护动物等。不可否认，这些警示

牌的使用，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意外的发生。

具体到“未成年人不得入内”警示牌，它的初衷可能是好

的。该写字楼常有大量车辆进进出出，孩子们年龄尚小，从

安全角度考虑，设立警示牌提醒相关人员注意，应该说管理

方尽到了一定的提醒义务。但“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的表述

语气生硬，而且将一个群体特别区分标注，非但没有让人感

觉到给予关照保护，反而有了吓唬人、歧视人的嫌疑。

退一步而言，即便管理方设置了这样一块安全警示牌，

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有关方面就真的能够免责吗？事实并非

如此。对管理方来说，不能认为只要挂出了安全警示牌，自

己就尽到了责任，解决了安全问题。坦白说，为了减轻公共

场所的管理难度，设立一块“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的警示牌，

某种程度而言，其实是一种“懒政”。这种“一刀切”的禁令显

然有点简单粗暴。

总之，“未成年人不得入内”警示牌，不是安全免责的挡

箭牌。即便设置了警示牌，管理方也不能规避公共场所安全

管理保护的责任和义务。作为管理方，还是要从加强安保措

施上下功夫，与周边学校建立联系，将工作做得更人性化、细

微化。这样才是更为稳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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