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暖的风（宁夏）

划清“尺度”，守住城市“烟
火气”！

@凌雲（贵州）

心中无愧，堂堂正正，三五
好友，领导同事，周末小聚，又有
何惧？

@加贝国银（山东）

这样子的干部多一些多好啊！

本报记者 刘薇 整理

◇ 网友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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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R

越来越人性化了，人间烟火要有，
整洁的街道也得有，希望我们的大宁夏
越来越好。

@女儿奴的1001块拼图

希望我们的城市在这样的灵活管理

下越来越好，今年就发现好多店外小摊都

很有烟火气，而且好多还布置得很漂亮。

@老正

社会不断进步，这回的办法还不错，

居民和小商贩的利益都照顾到了！

本报记者 刘薇 整理

破解问题才是
基层治理的正确态度

周志翔

6 月 30 日早上 7 时许，兴庆区胜利街街
道双怡苑小区居民张鸿仁骑着自行车载着
孙子，轻快地穿过小区新增的侧门感慨道：

“以前这个点门口堵得厉害，现在一分钟就
能上主路了。”

双怡苑小区因建成年代久远，且毗邻宁夏
医科大学总医院，1334户2368名居民长期仅依
靠1.2米宽的出入口通行。这一困扰小区多年
的难题如今得以有效化解，关键在于解决问题
的态度够坚决，各方协同共商、高效行动。作为
基层社区治理的典型案例，该案例的实践经验
值得参考和借鉴。

面对这一历史难题，胜利街街道没有选择
回避，而是组织街道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医
院后勤人员、党员代表和居民代表共同商讨。
大家围坐在一起，有人展示拍摄的拥堵视频，直
观呈现问题严重性；有人用树枝在地上画出改
造草图，积极贡献解决思路。这种多方参与、共
商共议的模式，汇聚了不同群体的智慧和力量，
让问题得到全面审视，为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
方案奠定了基础。在社区治理中，许多问题涉
及多方利益，仅靠单一主体难以有效解决，只有
搭建起多方沟通协商的平台，才能凝聚共识，形
成解决问题的合力。

高效行动，协同推进是保障。方案定下了
就得落实，多方协同、高效行动的工作方式，保
证了改造工程顺利进行，这才让整改的成果早
日为居民共享。社区治理为居民，问题解决得
好不好，广大住户最有发言权。新增侧门后，
问题得到了解决，曾经贴满建议诉求的公告
栏，如今被居民张贴上了感谢信，这体现了居
民对改造工作的认可，也反映出居民与社区之
间情感联结的增强。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是
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通过解决实际问
题，让居民感受到社区的关怀和温暖，更能激
发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形成共建共享
的良好氛围。

双怡苑小区出入口改造的成功经验为其
他社区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面对复杂问
题，多方共商、高效行动、成果共享，能够凝聚
力量、解决问题、增进情感，推动社区不断向
好发展。

“跪行巨人”感动网友
近日，贵州榕江遭遇特大洪水袭击，当地受

灾严重。知名公益人士胡雷70小时奔袭，辗转
三省送去19吨物资。据报道，这19吨物资卸下
车后，他的银行卡、微信和支付宝余额加起来只
剩0.5元。

这只是胡雷多年坚持公益的一个缩影。他
是宁夏中卫人，因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靠拾荒
和摆地摊维持生计。生活虽不宽裕，他却从
2008年开始投身公益，把政府补助、直播打赏、
摆摊收入、拾荒所得以及好心人的资助都捐了
出去，至今已捐出100多万元，也因此被人们称
作“跪行巨人”。

市民互动

@用户4464266079384

英雄的黎明是旭日初升的太
阳！有温暖才能感受温度！加油哥
们！

@现配老u

胡雷的付出太暖心了，捐完所
有还坚持帮助灾区，好样的！

@顺势而为

胡雷就像是一股清泉，洗涤着
我们的心田，也感悟到人活着的意
义，敬礼！谢谢！

@喵宅师妹

每个地方有难他都会去，但是
一个人先照顾好自己，而且只有一
个人在奔赴，太难了。

@曹少～豪横

恳请大家记住胡雷兄弟，不管
他到哪个城市，大家碰到了就请他
吃顿饱饭，不为别的，只为传承！

本报记者 刘薇 整理

微言

近日，重庆市荣昌区委书记高洪波一条“带头下馆子”、自己买单请企业家吃饭的视频爆火。事后，高洪波在自己的抖音账号晒出账单，回应说“我的工资是纳税人给的，
我们不支出小摊小贩就更没收入！”而被请吃饭的华森制药党委书记、董事长游洪涛和荣昌兴旺种猪场场长郭平均表示，这顿饭吃得不错，饭店是一家不知名的“苍蝇馆子”，
人均50元，属于荣昌正常消费水平。

@银川新闻联播

在当前治理违规吃喝的背景下，高洪波下馆
子，舆论认为起到带头作用，也在澄清一个基本事
实：只要不是违规吃喝，那就不必担心。

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对于下馆子有顾虑，怕被认
为是违规吃喝而受处理。一些地方对违规吃喝存

在层层加码的行为，将禁止违规吃喝变成了“禁止
吃喝”。人民网对此评论称“不吃不喝，经济不活；
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等是错误论调，党性原则
和党的纪律就不存在“松绑”问题。

另一方面，街头巷尾的特色店、阖家团聚的聚会

饭、朋友小聚的大排档，本就是生活日常与市场活力
之体现。对此，相关部门列出了违规吃喝的认定标
准，指引领导干部遵守执行。也就是说，治理违规吃
喝，整治要精准，得把“红线”“绿灯”“尺度”划清楚，
这样才能守住城市烟火气。

@新闻姐

区委书记带头下馆子高调请客，为何没被更多
质疑，反而获全网怒赞？赞的是坦坦荡荡、问心无
愧，赞的是敢当出头鸟、敢做带头人，更赞的是及时
纠偏的示范、基层治理的担当。

在当前严厉打击违规吃喝的背景下，在一些地
方歪曲解读、层层加码，领导干部“谈吃喝色变”的
节骨眼上，这位区委书记为何不怕被放大挑刺、不
怕被扣帽子？说白了，就是以看得见的方式、以说

得通的道理，划清了纪律红线与民生需求的界限。
当懒政者用“禁止吃喝”做挡箭牌，高书记用人均不
超百元的一顿饭直面争议，用“透明消费”破除“吃
喝恐惧”，为合规消费正名——反腐反的是奢靡滥
权，不是人间烟火，更不是城市发展的活力。

这顿饭背后的深意还不止于此。请客的对象
包括当地各行业从业者、劳模，边吃边聊，完成了一
次朴实的“经济调研”，也让政策在餐桌上有了更接

地气的表达与执行。只有政策制定者走进消费现
场，对市场的感知才会更敏锐。

“干部带头消费不是作秀，是要让老百姓看到
政府和大家站在一起”，高洪波对餐馆老板说，“就
是要支持你们，我们来打卡以后希望你们生意好
起来，你可以把我的照片挂在这里……”身体力行
为本地商户注入信心，让亲清政商关系有了更生
动的注解。

经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新版《银川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已于7月1日正式实施。该条例中，对于餐饮外摆
和店外经营的规范引人注目——第十六条规定：县（市）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不影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安全、道路通行和方便居民生活的原则，合理划
分区域，设置餐饮、集市、季节性农副产品销售等摊点，明确经营时间、经营范围；可以根据需要，确定并公布允许超出门窗、外墙进行店外经营、作业或者展示商
品的区域范围、时段、业态，明确经营者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等管理要求。

大 家 谈

区委书记带头下馆子获全网点赞

◇ 媒体谈 ◇

规范路边摊 让管理从“一刀切”转向精细化

@银川锐评

城市治理现代化，不是消灭“烟火气”，而是用
制度设计让“生计”与“生活”各得其所。旧条例

“不得擅自在街道两侧设摊”的刚性条款，曾让城
市陷入“管死”与“乱放”的怪圈。商户想借外摆拓
展空间，居民怕油烟噪声侵扰生活，管理者在执法
中也常因“一刀切”陷入矛盾。而新条例的原则是

“不影响市容环境卫生安全、交通通行，以及方便
居民生活”，并据此划出明确的区域、时段和业
态。这份“允许清单”，既压缩了权力寻租空间，也
让商户明白“自由边界”何在。就像一个可调节的
阀门，让管理从“一刀切”转向精细化。深层意义，
在于治理理念从“权力本位”变为“权利平衡”。

◇ 媒体谈 ◇ ◇ 网友谈 ◇

探秘“苏超”
流量如何变为经济增量

库智智

“苏超”的热度不减反增！这场联动江苏省13个城市，搅动全国流量热点的地方赛事，正在用更加意想不到的方
式，将“流量”持续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增量”，展现了“苏大强”的真正实力。从各方媒体报道的内容中，我们或许可以
看到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学习如何让体育文旅的赛事热度助推城市的经济发展动力。

“苏超”越来越火，江苏省的各主
场城市也在想尽一切办法吸引观众和
球迷的“流量”。

以6月29日，在昆山奥体中心举
行的苏州队对阵扬州队的比赛为例，
43617名观众涌入现场，再度刷新“苏
超”上座纪录。据苏州市体育局赛前
披露，该场比赛前两轮抢票人数累计
达144万人。

据《新华日报》报道，赛前，苏州市
同里古镇率先宣布，6月28日至30日
对扬州市民免票。早在6月15日，连
云港队主场迎战苏州队时，当地提前
官宣“跟着‘苏超’游悟空老家”活动，
自6月13日至15日，对苏州市民免国
有A级景区门票。

此外，景区还纷纷“加码”“加戏”：
6月21日，常州队0比4负于南京队，
前五轮全败且每场都被“剃光头”。赛
后，常州市天目湖景区顺势宣布，从6
月22日开始到8月31日，光头游客游
玩山水园和南山竹海可免门票。

据媒体报道，在比赛场馆升级的
加持下，“苏超”现场观赛人数从第一
轮的场均7745人升至第四轮的25802
人，第五轮揭幕战更是达到 36712
人。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对该省
3189位常住居民开展的“苏超”赛事影
响力与融合发展调查报告显示，84.2%
的居民有观赛意愿，52.1%的居民表示
观看过“苏超”比赛，另有32.1%的居民
表示目前没看但后续打算看。57.4%
的居民明确表示会购票在本城观看主
场比赛，28.1%的居民表示会购票去往
客场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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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苏超”的参赛队伍
打的是你死我活，但在实际的赛事
运营上，却透露出了“全域旅游”的
思维，大家整体一盘棋。

淮安市创新推出“自驾+赛
事+文旅”主题活动，球迷凭票即可
在赛场外兑换小龙虾、肉圆等美
食；连云港市为异地球迷开通“零
换乘”直通车，定制多条观赛接驳
线，让球迷能轻松抵达赛场。

《新华日报》评论认为，“全域
主场”正成为“苏超”火爆出圈的密
码之一，这里的“域”，既是城市辖
域，也是“舆论场域”。各主场城市
借赛事东风“开门迎客”，既整合资
源，也进行系统的优化提升，推动
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
展、社会共建共享。以“全民足球”
为底色，拉歌、斗诗，比海报、拼文
物，“苏超”在线上线下掀起一系列
互动营销，将足球竞技创新转化为
全民共创、全民共享的文体商旅消
费盛宴，力争让每个参与者都能成
为消费活力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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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锡队与常州队的比赛前
后，球场周边餐馆上座率高达
150%，无锡小笼包等特色小吃日
销量突破5万份，赛事周末酒店平
均入住率达92%，精品民宿提前两
周就被预订一空，赛事日地铁客流
量同比增长28%，出租车接单量峰
值较平日翻倍。

硬件上，江苏省完备的商业设
施与便捷的交通网络为消费提供
了坚实支撑；软件上，“官方搭台、
民间唱戏、媒体宣传”的创新模式，
让城市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协作。

自“苏超”开赛起，江苏各地组
合拳接连落地：南京市发布《促进
入境旅游发展十条措施》，淮安市
推出《推动“品质江苏”建设重点工
作任务清单》，宿迁市出台《促进首
发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实 施 方
案》……一系列文件聚焦消费升级
与市场活力激发，捋路子、出点子、
扩盘子，持续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
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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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皇甫世俊整理

专家观点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
授胡菡菡认为，体育流量转化为
文旅消费动能的关键在于让“体
育+”变成“全民体育+”，应该在文
旅产品创新上下功夫，构建更多
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旅新场景、
新业态、新模式，着力提升
服务质量，让所有消费者
都有参与感、归属感
和获得感，实现从

“网红”向“长红”
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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