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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四川招警考试申论试卷

满分：100 分时限：150 分钟

给定资料

一、傍晚，正是摊贩们营生的高峰期，随处可见推着水果叫卖的商贩，横在路边的羊肉

串烧烤摊，以及给手机贴膜、将饰品和丝袜摆在路边的各色摊点。2012 年 7 月的 W 市，一

条名叫鲁磨路的商贸街，下午五六点钟，许同学带着他的团队出现在暑气未消的街头。这是

16 名来自某农业大学的大三学生，从 7 月 6 日开始，他们跟随城管队员走上街头，进行为

期一周的城管“执法”。此前，洪山区城管局对他们进行了简短的“岗前培训”。

“您好，我们是大学生城管文明执法队，您占道经营，请您……”这是叶同学第一次

上街“执法”，他面带微笑，试图温和地与一位占道的商贩交流。但出师不利，对方泼了他～

头冷水，“不好好地在家呆着，跑过来当城管，搞啥事不好要到这里瞎掺和！”同学们大都

也碰了壁，“很多人一看我们是学生就爱理不理的，甚至还会破口大骂。”

于是，学生们用了一招笨办法：“劝不走你，那让你也做不成生意”。几个学生围在占

道经营的摊贩前，像“唐僧”一般不厌其烦地“念经”劝说。行人们见状纷纷却步，商贩最

后也不得不悻悻离开。时间长了，一些老面孔再见到这群大学生，就玩起“躲猫猫”，“你

要是过去呢，他就走远点，你要是一走，他就推着摊子又过来了。”这让大学生城管们奈何

不得。

许同学来自湖北随州，曾在家乡的《随州日报》做过实习记者，也是这个 16 城管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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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体验队的队长。与媒体有过接触的他在切身体验“城管执法”后发现，“以前部分的网

络和媒体，对城管的报道有些夸大，有些以偏概全。”他说，组建这支大学生城管队的初衷，

就是想通过换位式的体验，了解真实的城管，试图探寻“城管与商贩”这对社会冲突的根源。

“也为小商贩们寻找出路。”与许同学做法不谋而合的是，云南昆明五华区也正式向市民推

出了“体验城管”活动。从 2012 年 11 月 10 日起，五华区城管局向全市市民招募“城管体

验者”，全程跟随城管执法人员亲身体验城市管理，城管执法等。体验活动从 12 月 1 日至

31 日，“尤其欢迎长期摆摊的摊贩们报名”。

二、2013 年 3 月，G 市先后发生了城管“掐”小贩事件和城管人员被小贩砍成重伤的暴

力事件,经各大媒体报道后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议。市区城管与小贩之间执法纠纷事

件的总体情况如何？对于执法纠纷事件，各方都有怎样的态度？

一份《W市城管执法与商贩利益维护的调查研究》的调研报告显示，接近一半的小商贩

是 20 至 30 岁的年轻人，其次是 40 至 50 岁的中年人，约占三成。这些商贩 70%是外地人，

没有城市背景，没有固定工作，没有一技之长，只有靠长期“打游击”勉强维持生计,平均

月收人 2000 元以下者超过八成，其中近一半在 1500 元以下。这些人中 92%没有低保，70%

没有其他固定经济来源。

在“您选择摆摊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中,36%的小商贩选择“工作时间灵活，

相对自由”,36%选择了“文化素质有限”,28%选择了年龄、身体等原因。

在“您与城管发生过冲突吗？”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 62%的小商贩选择了“没有”，

30%“偶尔有”，8%“经常有”。在关于“小商贩是否愿意接受政府规划”的调查中，有接

近一半的人选择“愿意”,有 40%选择“在摊位费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愿意”,另有 12%选择“不

愿意”。

对小商贩发放调查问卷的同时，研究人员还对市民进行了随机问卷调查。

关于“您对城管执法人员的执法形象印象如何？”这一问题，研究者设置了四个答案选

项：A.好，坚持文明执法;B.较好，大多数能文明执法;C.不太好，经常野蛮执法;D.不清楚。

结果显示，四个选项的选择比例分别为 0、30%、44%和 26%。

关于“您是通过什么途径形成对城管执法人员的执法印象的？”这一问题，50%的受访

者回答是“亲眼目睹城管执法人员执法”,30%回答通过“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12%

“听别人说的”，另有 8%选择了“其他”。

对“造成城管队员与无证流动商贩发生冲突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

中，27%选择了“城管的不文明执法”，55%的受访者选择了“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合理性”，

10%选择了“无证流动商贩素质不够高”,8%选择了“无证流动商贩暴力抗法”。

调查还发现，“有 71%的受访者认为流动商贩是弱势群体”。“有将近七成的人认为流

动商贩的经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例如叫卖声影响休息，随意丟弃垃圾污染环境。”有超过

八成的市民“经常”“偶尔”或“一般”会到无证流动摊位消费，“基本没有”的只占 18%，

而光顾的原因，94%的人选择了“比较便宜”“比较方便”或“性价比高”。“超过一半的

被调查者认为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这使城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时陷人两难的境地。”

三、记者在对 Q 市进行采访的过程中获知，在 Q 市清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局（简称城综局）

直属机构清城区城市建设管理监察大队，正式员工和协管人员目前共有 200 余人，负责对整

个市区的违法建设、市容市貌进行管理，对流动小贩的管理只是工作的其中一部分。清城区

城综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城市管理标准和要求也越来越高，城

管工作任务重、压力大。按照人口与城管人员合理的配置比例，清城区近 50 万的人口应配

置 350 余名正式城管执法人员，缺口接近六成。城管工作人员常年超负荷工作,工作难度可

想而知。”

在记者进行的调查中，许多市民反映，小贩占道经营乱摆摊，经营占据人行道；严重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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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环境；卖的东西质量不达标，甚至用假币欺骗市民。卖哈密瓜的小张就曾经指着自家的八

两秤，对记者说：“现在，八两秤不稀奇，还有六两秤呢！在新发地那样的批发市场，卖秤

的都有售后服务，可以帮你调。”果然，采访者从一小贩那买了 3.2 公斤苹果，在公平秤上

称只有 2.47 公斤。

城管执法人员坦言，执法过程常会遇到阻力。“商贩暴力抗法事件,派出所每年处理的

都有 10 多件”。多位长期在一线执法的城管人员表示,执法过程中常会受到谩骂、侮辱,甚

至是暴力抗法。下班后有时还会被恐吓和跟踪。“一些经历暴力抗法的队员甚至出现焦虑、

急躁、抑郁、失眠、食欲下降等症状。有时也会对职业前景感到迷茫。”

一边是城管表示管理小贩不容易，一边是小贩们为了生计千方百计躲城管，记者在新城、

旧城走访看到,在各个菜市场周边，居民区小巷，都能看到卖菜的流动摊档。旧城北门街附

近，一些水果档、小吃档、日用商品档等都流动摊贩也较常见。一位卖章鱼丸子的阿姨告诉

记者,这些丸子的调料由她调配，白天她和儿媳妇两个人负责卖,一天能卖一两百元。市场内

摊位紧张，摊位费用也较高，而流动摊位不用缴费,一个流动档解决了一家人的生计。一位

卖寿司的阿姨推车里面摆满了鳗鱼、章鱼、海藻等各类寿司，品种并不比正规的寿司店少。

阿姨说，这些寿司都是她老公做的,她负责卖，一家子就靠这个摊位赚钱。如果被城管没收

了“这套装备”，就等于断了他们的活路。

四、除了城市街道，流动商贩最集中的还有城市内外的各种旅游景点。集“城市名片、

对外窗口、外国游客最喜爱的旅游目的地”三项美誉于一身的 C 市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有

人络绎不绝,售票窗口也排起了长队……一切看起来都比较正常。但仔细观察后，前来暗访

的记者却发现了问题:就在正大门的对面，熊猫大道一侧的路边上，卖小吃的、卖旅游纪念

品的摊位密密麻麻连成一片,将这一大道“堵”了个严严实实。大门口除了穿梭的车辆，还

停着一些非法营运车辆，喧闹声、吆喝声、讨价还价声、电子玩具的响声此起彼伏，整个大

门外，仿佛就是一个“自由市场”。摊位的背后，被丢弃的纸屑、果皮等四处可见。无序的

摊点，也让大门口的秩序较为混乱。

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美女刚出现在基地大门外，就被几家摊主同时盯上。纷纷冲上前，

热情地比划，介绍大熊猫纪念品。外国女游客不知所措，只能被迫移步到临时摊位前挑选……

来自俄罗斯的游客谢尔盖对 C市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大门口的状况很不理解，精通汉语、

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的他告诉记者,俄罗斯政府相当重视“俄罗斯名片”,对于外国游客经常

光顾的旅游胜地，像莫斯科红场等景点，这样的小贩集中叫卖现象非常罕见，自己是绝对不

会在这些摊位购买纪念品的。

面对这种无序的状况,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相关负责人感到忧心忡忡。他告诉记者：“外

国嘉宾到了熊猫基地,第一站就是我们的大门口。”“这种向外国人和游客兜售纪念品、非

法背运车辆乱停放拉客的场景，被外国游客亲身体验后，会给城市对外窗口造成非常恶劣的

影响，使大熊猫这张最著名的名片蒙羞。”一位执法人员告诉暗访记者，这些商贩都是无证

经营,所销售的旅游纪念品也是鱼龙混杂，“三无”产品往往充斥其中。由于商贩们都是附

近的农民，对周边道路环境相当熟悉，只要大老远看到执法人员和车辆的身影，他们就会迅

速收拾流动摊位，逃之夭夭。

五、如果将城管与小贩分别比作猫和老鼠，那么他们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从未停止过。

如今，“老鼠们”胆儿大了，脑袋也变聪明了。他们不仅跑得快,越发圆滑，还联手建立起

同盟。在北京,某大学西门附近的小贩小张告诉记者,他们内部还成立了“游击队”――一个

有规模、有组织的队伍,在海淀图书馆附近有一两百人,有学长、队长、排长等称谓，一两个

月聚一次头，喝喝小酒。成员之间主要靠电话联系，在城管巡查时互相通风报信。

小贩的这些行径固然令人气愤，但他们身后的艰辛与无奈也同样令人同情。北京八家村

是流动商贩集中居住地之一。八家大院里，狭窄阴暗的平房,破旧不堪。夏天挡不住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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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热,冬天挡不住狂风、严寒。周边的垃圾堆积如山，臭气熏天。对于这一切，在这里居住

的商贩们都早已习惯了。

刘大妈，河南周口人，家里有 3 个孩子，都在读书，她一个月收人 1000 多元，勉强能

维持 3个孩子一季的生活费，日子过得很紧张。聊起孩子时她说：“我想多挣点钱，让孩子

上大学。我们那地儿穷，这一辈子我们是走不出来了，就盼着下一代能走出来，有出息才能

被人看得起。”刘大妈每天凌晨 3 点钟起床，骑着三轮车赶往 3 公里外的明光寺进货，路上

买个大饼加上一瓶水，这差不多是她一天的口粮。有时早上在路边摊上吃碗面，直到晚上

10 点钟左右才能再吃上第二顿饭。她说两周前在大钟寺卖哈密瓜，被几个城管逮个正着。

城管要没收车子，刘大妈眼看谋生饭碗要被砸了，心一急就上前阻止，在冲突中手臂受伤了。

直到现在，拳头大的肿块仍未消退。

另一个年仅 17 岁的商贩小龙看起来比同龄人成熟,喜欢交朋友，特别是和大学生。上大

学是他的梦想，所以他觉得和大学生聊天就像跟自己的梦想谈心。小龙告诉采访者,现在有

许多和他年龄相仿甚至比他还小的孩子也出来摆摊。这些孩子缺乏引导、教育和关心,很容

易走向社会边缘,甚至可能成为城市犯罪的潜在元素。

六、在各种利益的博弈间，最大功效地兼顾民生与市容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也是目

前政府积极寻求解决之道的出发点。眼下，正是西瓜等水果销售的旺季。2014 年 6 月 16 日

上午，位于 Z 省丽水市区丽青路物流中转站门口附近，瓜农钟大姐乐呵呵地做起了生意，她

再也不用费心和城管执法人员“躲猫猫”了，因为他摆摊的位置正是城管部门为她这样的当

地果农开辟的临时销售点。这样的水果临时销售点在丽水市区一共有 16 个，城管部门还特

意绘制了“水果地图”，主动为当地果农提供便利。今后，凡是丽水当地出产的水果，都可

以在这些销售点上进行买卖,实现果农按图卖果,市民按图买果。

据城管部门相关人员介绍，在没有开辟水果临时销售点前，城区的水果摊贩随意摆放、

占道经营现象比比皆是，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和交通秩序，市民对此颇有怨言。但是，果农

需要生存,不得不和城管执法部门打起“游击战”。一面是市民的需求，一面是果农的生计。

既要方便果农、市民，又要避免“脏、乱、差”，这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从 6月起，

丽水市城管执法局处州分局按照维护果农利益、方便市民生活以及服务城市管理的精神，遵

循便民、利民、不扰民、对市容影响较小等方面兼顾的原则，将丽水主城区划分为白云、紫

金、万象、岩泉四个片区，在这些片区内选择周边交通便利，居民居住较为集中的 16 个地

方允许果农设摊经营，引导果农在规定地点规范销售。对这些临时销售点，除收取必要的清

洁卫生费外，免去其它所有的税费。同时,将经济处罚和信用管理相结合，对在经营期限内

被居民投诉超过一定次数的商贩，发出警告,督促纠正;对拒不改正的商贩进行经济处罚、甚

至取缔其经营资格。

这几天，城管执法队员正将服务指南分发到果农手中，这份服务指南非常贴心，既有每

个片区的临时销售点示意图，详细标注了每个临时销售点的数字编号和具体地址，还有相应

执法中队的电话号码，同时还附上了相关的管理规定。“果农有地方做生意,百姓买水果也

方便,各方都受益。”丽水市城管执法局处州分局副局长介绍，城市管理与果摊的存在并不

矛盾,城管执法人员和果农也不是对立面，需要相互包容。

七、一段时间以来，诸如《洛阳大叔在哥伦比亚大学门口摆摊》《纽约商贩生存指南》

的报道引发人们的关注。2014 年 3 月 6 日，《北京晨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某大学教授、硕

士生导师乔教授。

记者：一份纽约摆摊指南，再次引起关于小商贩的讨论,您觉得这些讨论中值得注意的

是什么？

乔新生：以前很多人说城管是中国特色,其实不对，任何国家都有城管。问题在于，西

方发达国家中，城管和商贩的矛盾没有那么激化，或者说没有那么多。这其中的原因，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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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流动商贩数量少,这和人口密度有直接的关系。其二，他们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也有

专门的法律去规范，比如日本，他们的《商法典》中就有专门的一节是对于小商人的规定。

我们对于小商贩的管理，目前尚没有专门的法律,大多是从各种不同的法律中杂糅而成,是个

大杂烩，当然会有许多问题。其三，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大城市中，公共场所非常

缺乏，公共空间太小。城市很大,高楼很多，街道很宽，但是人行道很窄，人们活动的地方

很少，小商贩在路边摆摊，必然会影响到行人,影响到正常的交通,也就一定会引发矛盾。

记者:在您看来，小商贩对于城市的作用在哪里？

乔新生：一个城市中，人们购物，不仅仅有超级市场就可以，日常的消费，还是要去杂

货铺，要去路边摊，不仅仅是方便，因为他们还具有公共生活的功能。对于小摊贩来说,流

动的小摊更加容易生存，成本更低，当然就业也更容易。

记者:那么如何改变这样的状况呢？

乔新生：首先要改变观念，我们传统中经历过数千年重农抑商的历史，到今天，对于商

业的观念依旧不够正确，有时候过分重视大企业、大的商业，而对小商业往往忽视。实际上，

应该让小商业特别是服务业在未来经济中所占的空间更大。这就需要我们的城市规划给小商

业留出空间，人行道更宽一点，大楼后退一点,社区中给摊贩留出一定的空间。

记者:城市因此而变得宜居？

乔新生：是的。一个良性的商贩文化,对于一个城市非常重要。对待城市商贩的态度背

后，是法律观念，是文化传统，一个城市需要一个良性的商贩文化，这个城市才能真正的宜

居。人们工作、学习之余，出门就能看见熙熙攘攘的市民生活，随时都有各具特色的小摊贩，

可以吃饭，可以休闲，这才是一个美好的城市，中国的古诗说“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

卖杏花”，那种优雅的生活，比起水泥钢筋的丛林，才更是人们应该有的生活方式，才更有

人气。小商贩不是引车卖浆者之流，更应该成为每一个城市独特的点缀。你在上海、青岛.

深训羞见不同的小摊，不同的商品，会不会觉得这个城市很特别呢？如果每个地方都只看见

一种小摊，还会有特别的感觉吗？^

作答要求

一、根据给定资料,归纳流动商贩对城市管理带来的不利影响。（20 分）

要求:全面、准确、简洁;不超过 200 字。

二、根据给定资料，写一份《关于解决城管与流动商贩冲突的建议》。（30 分）

要求：

(1)内容充实，层次清楚；

(2)措施得当，有针对性；

(3)条理清晰，表达流畅，不超过 500 字。

三、根据你对给定资料七中“小商贩不是引车卖浆者之流，更应该成为每一个城市独特

的点缀”的理解，结合给定资料，联系社会生活实际，以“让流动商贩成为每一个城市独特

的点缀”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50 分）

要求：

(1)观点鲜明，论述深刻；

(2)结构严谨，逻辑清晰；

(3)语言流畅，字迹清楚，限 800~1000 字。

【参考答案】

2014 年四川招警考试申论试卷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根据给定资料，归纳流动商贩对城市管理带来的不良影响。（20 分）

要求：全面、准确、简洁；不超过 2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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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思路】

阅读题干，审清题意

阅读本题题干可知，本题要求根据给定资料，并没有限定在具体某一则材料，因此在梳

理要点的材料范围是整篇材料。本题要求归纳流动商贩对城市管理带来的不良影响，因此只

要归纳概括流动商贩对城市管理的不良影响即可。此外题目要求不超过 200 字，在书写答案

时要注意简洁、凝练。

阅读材料，提取要点

通过阅读整篇材料，可知答案要点主要集中在材料三、四、五。

材料三属于案例材料，材料主要介绍了小贩对城市造成的不良影响，占道经营，严重污

染环境，质量不达标，缺斤短两，用假币欺骗市民，暴力抗法等。

材料四是案例材料，阐述了流动商贩在旅游景点造成的不良影响，占道经营，秩序混乱，

无证经营，质量鱼龙混杂，影响景区形象。

材料五同样是案例材料，年轻商贩缺乏引导、教育和关心，很容易走向社会边缘，影响

社会稳定。

加工要点，组织答案

对以上要点进行梳理，材料三、四、五涉及的问题，可以从城市形象、市场秩序、社会

稳定等角度分条阐述。

【参考答案】

一是影响城市形象。流动商贩的流动经营是城市“脏、乱、差”的根源；小商贩在城市

占道经营，影响了城市正常的社会秩序；在旅游区的违规经营影响城市魅力。

二是扰乱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无营业执照，缺乏诚信经营意识，以次充好、短斤缺两，

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

三是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年轻商贩缺乏教育引导，容易走向社会边缘，甚至可能成为

城市犯罪的潜在因素。同时，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容易引发抗法冲突行为的发生。

二、根据给定资料，写一份《关于解决城管与流动商贩冲突的建议》。（30 分）

要求：

(1)内容充实，层次清楚；

(2)措施得当，有针对性；

(3)条理清晰，表达流畅，不超过 500 字。

【解题思路】

阅读题干，审清题意

本题是一道公文写作题，要求写一份关于解决城管与流动商贩冲突的建议。作答要求内

容充实，层次清楚；措施得当，有针对性；条理清晰，表达流畅；总字数注意控制在 500

字以内。

阅读材料，提取要点

建议中首先要陈述背景介绍或者提出建议的原因，根据流动商贩对城市管理带来的不良

影响以及大学教授的访谈等，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材料一，与媒体有过接触的许同学，认为媒体对城管的报道有些以偏概全，因此需要充

分利用新闻媒体，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材料二，关于“您对城管执法人员的执法形象印象如何？”的调查中，44%的人表示不

太好，经常野蛮执法。因此需要加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塑造亲民形象。

材料三、五，都介绍了流动商贩生存的艰难处境，因此需要政府减免税费、提供免费服

务，为弱势群体提供正当的就业机会和经营场所。

材料六，正面介绍了丽水市对于兼顾民生与市容的有益探索，引导商贩在规定地点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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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经济处罚和信用管理相结合。

材料七，对大学教授的采访可知，我国对于小商贩的管理，尚没有专门的法律，因此，

需要加快城市市容法规的制定步伐。另外，在大城市中，公共场所非常缺乏，公共空间太小，

需要我们的城市规划给小商贩留出空间。

加工要点，组织答案

将各部分要点进行加工，在组织答案时要注意措施得当，有针对性，条理清晰，具体可

以从完善法律法规、城管队伍建设、流动商贩管理、城市规划以及社会宣传等方面展开。

【参考答案】

关于解决城管与流动商贩冲突的建议

近年来，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流动商贩成为城市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

存在事关部分家庭的生计和市民的生活便利，但却给公共空间的环境、卫生、公共交通以及

市民休息带来了影响，并且由此引发的城市管理冲突频现。

就如何最大功效地兼顾民生与市容两大问题，现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快城市市容法规的制定步伐。推进城管相关立法的进程，完善城市管理体制，

制定有利于流动商贩经营的制度及相关细则，逐步把流动商贩疏导到合法市场内。

第二，加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塑造亲民形象。将文明执法作为城管执法工作的生命线，

态度上温和友善，语言准确规范，工作合法得体。

第三，规范商贩经营，经济处罚和信用管理相结合。划定路段，设立定点摊位，减免税

费、提供免费服务，为小商贩提供正当的就业机会和经营场所。严格管理流动商贩，对于违

法经营的商贩要予以严惩。

第四，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为流动商贩规划和预留一定的公

共空间。

第五，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城管执法部门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宣传城市管

理法律、法规及市容环境与生活质量的关系，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参与城管的良好氛围。

三、根据你对给定资料七中“小商贩不是引车卖浆者之流，更应该成为每一个城市独特

的点缀”的理解，结合给定资料，联系社会生活实际，以“让流动商贩成为城市独特的点缀”

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50 分）

要求：

(1)观点鲜明，论述深刻；

(2)结构严谨，逻辑清晰；

(3)语言流畅，字迹清楚，限 800—1000 字。

【写作思路】

本题属于命题作文，题干给出了文章的写作题目“让流动商贩成为城市独特的点缀”，

同时要求结合给定资料七中“小商贩不是引车卖浆者之流，更应该成为每一个城市独特的点

缀”的理解，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写一篇议论文。

参考例文的第一段最后即点明论点——“创新思路，科学管理流动商贩”，接下来分别

从服务、管理以及舆论宣传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最后重申总论点，并且升华文章的主题立

意。

【参考例文】

让流动商贩成为城市独特的点缀

“小商贩不是引车卖浆者之流，更应该成为每一个城市独特的点缀。”随着经济社会的

飞速发展和城镇化的加快，大量人口涌进城市，流动商贩成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流动商贩

的存在缓解了当下的就业压力，方便了市民的生活，也成为城市独特的人文景观。然而，流

动商贩的存在也影响了市民正常生活和市容市貌，由此导致的流动商贩与城管之间的冲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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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到强度也呈上升趋势，这有悖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初衷。为了建设宜居幸福城市，让

流动商贩成为城市独特的点缀，需要创新思路，科学管理流动商贩。

树立以人为本理念，强化城管执法部门的服务职能。城管执法部门首先应树立为流动商

贩服务的理念，把城市管理的立足点和落脚点放在便民、利民和亲民上。成立流动商贩管理

中心，将文明执法作为城管执法工作的生命线。推行数字城管，实行流动商贩资料档案的信

息化管理，开辟免费或低收费的“绿色市场”，通过签订“诚信承诺书”及发放“摆卖证”

等方式，有计划地将符合条件的流动商贩划进规范经营区内，使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管理工作

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加强严格管理，健全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建立公众管理体系，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公

众共同参与的城市管理机制，让市民从决策到执法、监督，全过程参与城市管理。推行商贩

自治制度，自行投票选出摊长负责维护、督促摊位经营秩序和环卫保洁，实现商贩的自我管

理、自我约束。加强监督管理，城管部门与商贩签订卫生责任书，定期组织人员对其卫生状

况进行考核，考核不及格立即取消其设摊资格，查处不服从管理和扰乱经营秩序的摊主。

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加大报刊、电视、广播和互联网等媒体的正面宣传引导

力度，通过多样化的宣传方式提高市民群众对城管执法工作的认同度，营造市民自觉参与城

市管理的良好氛围。加大现场教育宣传力度，发放宣传单、倡议书等宣传城市管理的法律法

规，让市民充分认识流动商贩的危害性和整治的必要性，营造市民自觉守法的良好氛围。加

大沟通交流力度，召开居民代表座谈会，倾听市民群众的意见建议，谋求社会公众的共识。

整洁、亮丽的城市环境是一个城市的对外窗口，有序、规范的商贩文化，是一个城市独

具特色的人文景观。一个城市最大功效地兼顾民生与市容，需要树立服务理念，需要严格管

理与有效监督并行，需要良好执法氛围的营造，方能让流动商贩成为城市独特的点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