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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 管理小贩不妨抄一下绩溪县作业
12 月 24 日晚，有多名网友发视

频称，浙江宁波有不少流动摊贩遭
遇城管围追堵截，有摊贩驾电动三
轮车逃走。

25 日，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
政府回应称，当地有专门的夜宵摊
位，涉事路段不适合摆摊。

这一回应有几分道理。其一，镇
政府回应过摆摊需求；其二，摆摊不
能任性，要考虑公共利益。

尽管如此，人们仍有忧虑。其
一，围追堵截易制造不安全因素。
视 频 显 示 ，有 摊 贩 被 执 法 车 辆 逼
停。而执法队员提及，电动三轮车
是改造的，跑起来非常快。显然，逼
停动作很不安全。一旦出了事故，
这个责任谁担得起？其二，为了营
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管理不可

简单粗暴，形成不佳社会观感。小
摊小贩乱设摊位，当然不妥，加以引
导和约束是必须的，但应该讲究方
式方法，更应该反求诸己。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既然当
地设有专门摊位，为何大家还是不
愿去？

有关方面承认，尝试过集中经
营，但因生意不好，很多摊贩就不去
划定的区域了。那么，该问的是，生
意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是划定的区
域不合理、远离人气之地，还是有其
他原因？不妨探讨一下，尤其是，虚
心听取一下摊贩的意见和建议。要

知道，他们每天都在“一线”谋生活，
最懂生意之道，也最懂得避开误区。

任何一个地方，管理小摊小贩都
不容易，都需要直面很多困难和挑
战。对当地来说，这个局面也无可
绕开。老实说，看到当地执法人员
如此不辞辛苦地加班加点追小贩，
真觉得他们不容易。但是，当地真
的只剩下强制取缔、强行驱逐这个
办法了吗？“堵不如疏”的至理淡忘
了吗？

其实，有些“困境”是可以打破
的。近日安徽绩溪县耐心呵护民间
自发夜市，引来好评，这个作业可以

抄一抄。
这个夜市就在绩溪县政府门口，

一到晚上摊贩云集。交警、城管在
现场维持秩序服务群众，不仅不撵
摊贩，还不设门槛，也不收任何费
用。换作前述镇政府，又当如何？

当然，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社会
场景，不能混为一谈，然而，在笔者
看来，绩溪县这一样本明确地传递
了这样的治理理念：社会治理并不
是“一刀切”地施以重手，而是科学
施策、以人为本。

并不是劝一些地方依葫芦画瓢，
也在政府门口整一个夜市，而是建
议多从民情民意出发，找准管理和
就业的“平衡点”，求出一个“最大公
约数”。

现代快报/现代+首席评论员 戴之深

当地真的只剩下强制取缔、强行驱逐这个办法了吗？
“堵不如疏”的至理淡忘了吗？

近日，两家外卖平台就“骑手过
度跑单将被平台强制下线”表示，正
在各自探索骑手的防疲劳机制。对
此，骑手态度不一，有的觉得这有利
于身体健康。有的则认为这会影响
收入，表达了不满情绪。

两种心理都很好理解。应该看
到，过度加班现象，容易造成严重后
果。在一些骑手缺乏自觉性的前提
下，平台干预有必要性。也应该看
到，骑手多劳多得，想多挣钱必须多
干活，这与“休息权”存有矛盾。“强
制下线”可能影响了多劳多得的自

由选择。这些观点和困惑，在外卖
平台举行的恳谈会上也有所体现。

不只是外卖平台，网约车平台也
推出过类似规定。2023 年初，石家
庄市发布《新业态相关企业劳动标
准指引》，规定网络餐饮平台对连续
送单超过四小时的，应当设置不少
于 20 分钟的工间休息时间。

不过，骑手工作的性质有其特殊
性。一方面，灵活就业的复杂现状
客观存在，要尊重骑手想要“多劳多
得”的自主性；另一方面，骑手忙碌
程度也存在明显波峰波谷，餐时忙、

非餐时闲，针对这种典型的“零工经
济”，工作时长究竟多少合适、休息
和工作的关系如何平衡？需要深入
思考。制定相关措施，需多听骑手
的意见反馈和现实诉求，还需要统
筹兼顾，不宜“一刀切”。正如专家
所言，评估“防疲劳机制”的有效性，
要厘清骑手疲劳是高峰期单量过
多还是工作时间过长所致，不同的
成因要对应不同的策略。

《2023 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
报告》显示，外卖骑手旺季平均每日
送单时长为 6.9 小时，淡季平均每日

送单时长为 5.1 小时。可见，骑手平
均在线时间并不算太长，在这种情
况下，如何更理性地推行“防疲劳机
制”，让相应机制更科学合理，让新
业态就业者更有安全感和获得感，
值得探讨。

保护劳动者的健康是底线，但在
此基础上也要尊重劳动者自主性选
择，不能简单停留在“内卷”的刻板
印象，忽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真实
诉求。保护骑手身心健康和支持骑
手增收，一个都不能少。

河南 王军祥

推行“防疲劳机制”当统筹兼顾

办老人食堂
应力求“适老化”

近年来，不少社区乃至村组
都相继办起了专门为老人服务的
公共食堂，这是好事，但有些老人
就餐几次后再也不愿意去了。原
因是老人们或是嫌那儿的菜太
咸，或是嫌那儿的菜太辣，或是嫌
那儿的菜太油腻。

食堂“众口难调”，因为各人
的口味确有不同。但是作为专
门为老人服务的食堂就不同了，
因为办老人食堂就是为老人办
实事、做好事，就是让老人吃得
满意、吃出健康，要做到这些，最
主要的是食堂不怕麻烦，力求饭
菜“适老化”。

老人食堂煮饭炒菜如何做
到“适老化”呢，可从以下三方面
努力：首先，要对老人怀有深深
的爱心，在给老人服务时要有耐
心，还要处处做到贴心相待；其
次，在实际操作前要多做调查了
解，熟悉就餐老人的不同口味、
不同需求，在此基础上每天分别
烧煮出一些不同口味、不同品种
的菜肴，并在菜肴盆上贴上诸如
清淡、少油、无辣等不同标签，然
后供老人们自由挑选、按需挑
选。此外，对年龄特别大或牙口
特别差或身体不好的老人要开
专门的小灶，给他们提供个性化
服务。这样做，虽然老人食堂工
作人员更辛苦了，但就餐老人就
更舒心、更称心了，老人食堂也
会越办越兴旺。

南通 杨汉祥

国家主席习近平 12 月 25 日签
署第四十一号、第四十二号、第四十
三号、第四十四号主席令。

第四十一号主席令说，《中华人
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已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4年

12月 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
年1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二号主席令说，《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决定》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

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25 日通过，现
予公布，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三号主席令说，《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已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4年12月25日修订通过，现予公

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四十四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4
年12月25日的决定：免去王广华的
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任命关志鸥为
自然资源部部长。 据央视新闻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
次会议25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十
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根
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将于2025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

决定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的议程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2025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审查
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5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
告、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审
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审
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日前召开的政协第十四届全国
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主席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第十四届全国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草案），
建议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于
2025年 3月 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
还决定，2025年3月1日至2日召开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次会
议，为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
议作准备。

据新华社

2025年全国两会召开时间公布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25
日表示，2025年要大力实施城市更
新，谋划实施一批城市更新改造项
目，全面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并鼓励地方
探索居民自主更新改造老旧住宅。

12月24日至25日，全国住房城
乡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
要求，2025年，要基本完成已排查出
老化燃气管道的更新改造任务，基
本消除县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
持续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既有建筑
改造利用和老旧街区更新改造、地

下管网管廊建设改造、建筑市政基
础设施设备更新、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口袋公园和城市绿道建设、公园
绿地开放共享、城市居住区养老服
务设施和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等民生
工程、发展工程。

住房城乡建设部提供的数据显
示，2024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开
工5.6万个，更新改造小区内各类老
化管线超过5万公里，加装电梯2.5
万余部，增设停车位超过 50万个。
全国106个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取得
积极成效，19个省（市）打造37个城

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样板，386个城
市新建2254个养老服务设施。

“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
检、不更新’，建立城市体检和城市
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坚持问题导
向，查找人民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
问题；坚持目标导向，找出影响城市
竞争力、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短
板弱项，体检出的问题就是更新改
造的重点。”相关负责人说，2024年，
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了体
检工作，形成体检问题清单 5 万多
个、整治建议清单4万多个。

会议还指出，2025年，要深化城
市建设、运营、治理体制改革，建立
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
规。构建城市管理新模式，推动城
市管理融入基层治理，形成智慧高
效治理新体系，提高城市管理科学
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以“新城
建”为引擎打造高水平“数字住建”，
系统推进数字家庭、智慧住区、房屋
建筑管理智慧化、城市运行管理服
务平台、智能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改造等任务。

据新华社

住建部：明年要谋划实施一批城市更新改造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