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炎炎夏日， 如果问哪种消暑方式最受人
喜爱， 那莫过于与亲朋好友来一场说聚就聚
的夜市。

今年夏天，是新冠肺炎实行“乙类乙管”
后的首个夏天， 没有了疫情管制的夜市又恢
复了往日的热闹。 近日，记者在各夜市、大排
档采访，目光所及之处，皆是浓浓的人间烟火
气。

热闹

夜市感受人间烟火

6 月 30 日晚 8 点， 市体育场夜市灯火通
明、人头攒动。 小吃区域有近 200 个摊位，烤
生蚝、烤脆皮肠、烤苕皮、烤冷面……各色美
食令人目不暇接。 摊主卖力吆喝，食客络绎不
绝。 “这会儿天还不黑，晚一点儿人更多。 ”主
营烤肉串的张老板一边忙活， 一边笑着告诉
记者，“我家的大肉串特别受欢迎， 平日晚上
能卖七八十串， 周五周六周日三天的销量能
翻个番。 ”

说话间，刚烤好的大肉串就被抢购一空。
有的顾客迫不及待地“先吃为敬”，有的不忘
拍照打卡。 “天气太热，白天出门怕孩子晒黑，
在家憋了一整天。 晚上带孙子孙女出来遛遛，
尝尝小吃。 ”退休职工李阿姨说，当晚她们随
便吃吃买买，就已经消费过百了。

在市体育场夜市， 生意火爆的不只是小
吃。 记者注意到，首饰、美甲摊位前，不少年轻
女性停步驻足。 “首饰、美甲，都是年轻女孩子
喜欢的。 ”韩女士坐在放着美甲工具和各式美
甲图案的桌子旁边， 一边为顾客做着美甲一
边告诉记者，只要不下雨，她都会出摊，夏天
逛夜市的人多，生意好的时候，一晚上能收入
200�元左右。

火爆的，又岂止是市体育场一家夜市？ 6
月 30 日晚 9 点左右， 市卫河市场大排档进
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近百张餐桌几乎桌
桌坐着客人，熙熙攘攘的食客穿梭于各摊位
之间 ，或一边闲逛漫步一边品味美食 ，或几
人围坐一桌，谈天说地、饮酒撸串。 某麻辣小
龙虾店内， 不少顾客坐在餐桌前大快朵颐，
尽情享用美食。 “啤酒、烧烤、小龙虾，这些都
是爆款美食，几乎桌桌必点。 ”该店工作人员
介绍，晚上 9 点至 12 点是用餐高峰期，食客
络绎不绝 ， 有时凌晨一两点还有好几桌客
人。

位于市城区古城路与昆吾路交叉口向西

50 米的大排档，也是我市一处“夜市地标”。 7
月 2 日晚 9 点，记者来到大排档，映入眼帘的
是一家挨一家的烧烤或小龙虾门店， 店家的
吆喝声、食客的交谈声此起彼伏，三五成群的
年轻人或吃饭、喝酒，或猜拳、数棒……一名
夜市经营者告诉记者， 古城路大排档主要为
烧烤和小龙虾门店，营业时间大多是每天晚 7
点至第二天凌晨 2 点。 每家门店前摆放着数
十张圆桌，消费者可在炎炎夏日，吹着凉爽的
夜风品味美食。 除了固定门店，路边还有一些
小吃摊位，各式各样诱人的美食，足以慰藉饥
肠辘辘的消费者，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

“入夏后，人流和营业额都翻番了，每晚
忙得不可开交。 一般天一黑就开始上人了，一
忙就得忙到凌晨两三点。 这不，店里又请了 2
个伙计。 ”一家烧烤店老板告诉记者，他在这
里经营夜市已经 7 年了， 前几年因为疫情没
挣啥钱，今年的生意倒还不错，现在每天都忙
得很，虽然累但很满足。

此外，记者在市城区益民路（振兴路—金
堤路段）、金堤路（黄河路—中原路段），同样

看到了夜市的火爆场面。 不少饭店店内空空
荡荡，店外的餐桌上却坐满了人。 走在这两个
路段，记者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夜生活、什么叫
人间烟火气。 不少食客表示，在店外吃夜市，
虽然灰尘大、 不太卫生， 但要的就是那个感
觉。

护航

政府部门倾力守护夜经济发展

夜市， 尤其是饭店将餐桌摆放在店外经
营，按常理说算是店外经营，是否有城管部门
出面干涉呢？ 记者接连询问了 20 余家店面，
经营者均表示经营过程中并没有城管工作人

员出面制止。
记者了解到， 为刺激经济， 我市自 2022

年起，就大力发展夜经济，并专门出台政策，
促进夜经济发展。 对此，市城管部门秉承人性
化执法理念，只要经营者不把道路堵死，一般
不会干涉， 让餐饮主体和普通群众能靠夜经
济增收挣钱， 同时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消费
需求。

繁华的夜市离不开安全稳定的治安环

境。 6 月 30 日晚 8 点，记者在市体育场夜市
购物区域看到，一名身着公安制服的民警正
与 4 名特警一同巡逻，原来是市公安局巡特
警支队副支队长李太利等人正在开展治安

巡逻。
李太利介绍，居民夏季消费集中在夜晚，

尤其是夜市场所，人流量大，治安压力较大。
为此，市公安局组织开展“夏夜守护”行动，由
巡特警支队以夜市及人员密集场所为防护重

点， 成立巡逻小组， 在市城区保持不间断巡
逻， 其中每天晚上有 4 名民警在市体育场巡
逻，夯实“1、3、5 分钟”快速反应机制，提高夜
市及周边区域的见警率和管事率， 有效防范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市体育场人流量大， 不时会发生斗殴、
丢孩子事件。 ”李太利告诉记者，前不久他巡
逻时发现一名男孩在路边哭泣， 经过半个多
小时的走访查找，终于把孩子交到家长手中。
“保证大家过热闹平安的夏夜，是我们应尽的
责任。 ”李太利说。

“每天晚上都能看到警灯、警察，心里感
觉特别踏实。 现在天气这么热， 我们穿着短
袖、扇着扇子还热得不行，你看他们还要穿着
厚厚的防护服，真是太辛苦了！ ”美甲摊主韩
女士对民警的夸赞毫不吝啬， 还递上几瓶纯
净水，让民警饮用解渴。 据了解，民警巡逻除
了身穿防护服，还要携带执法记录仪、催泪喷
射器、强光手电等装备，也让他们增加了不少
负重。

除了公安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也在积极
行动。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为守
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近段时间以来，该局
针对夏夜消费旺盛的特点， 结合正在开展的
夏季食品安全整治百日行动， 加大对夜市场
所、餐饮场所的食品安全检查力度，利用晚上
时间深入夜市、饭店，对烧烤、海鲜、饮品进行
重点抽检，确保夜市食品安全，为濮阳夜经济
保驾护航。

提醒

要烟火气也要“文明味儿”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 因为个别经营者及
食客的不文明行为，夜市阻碍了交通通行，并
给环卫工作带来一定影响。

记者在市体育场南侧的任丘路上看到，

不少摊位将道路两侧占满， 加上不少顾客临
街而食， 机动车和行人只能在摊点的夹缝中
艰难通行。 “每到晚上，这个路段就变得特别
拥挤， 甚至一些人随意丢弃使用过的一次性
筷子、塑料袋等垃圾，弄得路面上也很脏。 ”市
民徐先生说。 该路段刚通车时，他经常驾车从
这里路过，自从流动摊贩扎堆后，都是从其他
道路绕行。 “濮阳是全国文明城市，希望有关
部门注意管理和引导。 ”徐先生表示。

7 月 3 日早晨 7 点左右，记者走在益民路
（振兴路—金堤路段）， 发现夜市残留的污迹
比较明显，有些地面由于打扫得不干净，走在
上面黏糊糊的。 负责清扫该路段的环卫工告
诉记者，夏天本来就热，油迹斑斑的路面增加
了清扫难度，工作变得更难了，希望夜市经营
者在结束经营时，能够及时、彻底地将路面打
扫干净，也希望市民文明就餐，主动将垃圾扔
到垃圾篓内。

除了卫生， 还有个别市民在夜市吃东西
时赤裸上身、高声说话。 这些，都成为夜市上
不文明的“风景”。

绝大部分夜市称得上管理到位。 6 月 30
日，记者在市体育场夜市暗访发现，摊位整洁
有序、通道宽敞，保洁人员拿着扫帚和垃圾袋
不停地穿梭打扫，地面上鲜有垃圾出现。 夜市
管理人员孙志伟介绍，2009 年接手市体育场
夜市的管理工作后， 他一直致力于将市体育
场夜市打造成干净整洁的城市休闲区域。 现
在， 张贴着从业者经营许可证和健康证等证
件的餐车美观大方，商户穿着干净整洁，LED
屏幕显示着当前排次的美食种类。 同时，市场
管理方在夜市配备灭火器和 40 余个垃圾桶，
每天及时清理餐饮垃圾。

建议

夜经济业态可以再丰富

记者在调查走访中发现， 人们喜欢在夏
季夜晚外出遛弯， 这为发展夜经济带来了得
天独厚的优势，也是夜市火爆的重要原因。 但
我市夜市目前还存在内容单一、 季节性强等
不足，业态可再丰富一些。

首先是市场业态单一 ，主要以餐饮 、娱
乐为主 ，场所包括大排档 、KTV、影院 、麻将
馆 、茶馆 、洗浴中心 ，以及群众自发的路边
摊位等。 其次是地点散乱，目前除市体育场
夜市经过多年积累后形成大量人流外 ，市
城区没有第二家像体育场这样的大型夜经

济区域 ；路边摊位摆放随意 ，道路路口甚至
是公交站牌都有人摆放摊位 。 再次是季节
制约较强 ，濮阳夜经济春夏季节繁荣 、寒冬
季节萧条。

事实上，夜市、夜经济在促进消费、增添
烟火气的同时， 对缓解就业压力也有较好的
效果。 孙志伟介绍，市体育场夜市经营者中，
不少是失业人员， 还有一些毕业没找到工作
的大学生。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客座教授、龙都国际
酒店总经理黄鹏岳表示 ，目前 ，我市正深入
推进文旅文创深度融合 ， 也在大力发展夜
经济。 支持夜经济发展，不是政府必须拿出
多少消费券补贴消费 ， 而是提供软环境和
硬平台 ，有了好的环境和平台 ，商户自然趋
之若鹜。 同时，针对夜市一些被人诟病的问
题 ，不妨借鉴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 ，出台更
有利于夜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措施 ， 引导商
户合法 、文明经营 ，让城市既弥漫烟火气 ，
也处处彰显文明 ， 助推濮阳经济高质量发
展。

本报讯 （记者 岳彩寒 通讯员 张
小茜）“出发！ ”7 月 4 日晚 8 点，随着
指挥长一声令下， 我市公安各警种闻
令而动， 上街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第一次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 打击
震慑社会面违法犯罪， 积极守护群众
安全，为夏季平安“加码”。

行动中， 市公安机关全面排查夜
市摊点、商场广场等人员密集区域，特
别是规模较大、 相对集中的烧烤摊点
等重点部位， 组织开展驻点执勤和动
态巡防，增强群众安全感；严格落实公
安武警联巡 “四项机制 ”、“1、3、5 分
钟”快速响应机制 ，以广场 、宾馆 、景
区、娱乐服务等场所为重点，确保重点
区域、重点时段巡防力量全覆盖。积极
排查治安隐患，依托群防群治力量，将
巡逻向背街小巷、广大乡村延伸，强化

城乡接合部、 城中村等治安复杂区域
排查整治，最大限度消除治安隐患。严
打各类现行违法犯罪， 对夜市上发生
的盗窃、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
害，以及强买强卖、哄抬物价、制假售
假、醉驾酒驾等案件，专案专办、集中
攻坚，确保案件快侦快破快处，形成有
力震慑。

据介绍， 此次行动全市共出动警
力 2619 人次 ， 发动群防群治力量
6492 人次，检查车辆 2357 台，盘查人
员 2899 人，检查场所 410 个，巡查重
点部位 298 个 ， 排查整改各类隐患
286 处，查处黄赌案件 6 起，抓获现行
违法犯罪嫌疑人 24 人， 设置宣防点
151 处，发放宣传资料 2 万余份，服务
群众 2023 人，救助群众 632 人，查处
酒驾醉驾 10 起。

本报讯 （记者 吴丹）进入暑假，未成年溺水
事故进入高发期， 防溺水安全教育成为学校安
全教育工作的重点。 为切实增强学生防溺水安
全意识，有效提升广大师生自救自护能力，7月 5
日， 台前县交通运输局联合台前县新区第二实
验小学， 开展水上交通安全知识和防溺水知识
宣传活动，共同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活动现场， 台前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就
如何正确穿戴救生衣、 意外落水时如何正确自
救进行现场示范，讲解了乘船注意事项、船舶安
全标识等水上交通安全知识和落水应急措施、
水上急救措施等水上安全常识； 广大师生积极
学习事故防范知识和求生自救基本技能， 收到
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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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明城市是反映城市整体文明、和谐
程度的综合性荣誉称号，也是社会普遍公认的
综合性强、含金量高、公信力大的城市荣誉称
号， 是目前国内城市综合评比中的最高荣誉，
也是创建难度最大、 最具价值的城市品牌，是
一座城市最具含金量和影响力的“无形资产”。

创建文明城市活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和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
人民的工作导向， 推动城市科学规划、 精心建
设、精细管理，促进城市生产发展、生活宜居、生
态良好，打造城市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
务，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城市文明程度、城市文
化品位、群众生活质量，建设信仰坚定、崇德向
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文明城市。

2005 年以来，中央文明委每三年评选表彰
一届全国文明城市。 在三年创建周期内， 由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择优推荐一批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城市、城区，中央文明办每年对提名城市、
城区组织第三方测评， 以三年测评加权平均成
绩作为评选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 城区的基本
依据。根据城市类型和工作实际，全国文明城市
评选分为省会（首府）和副省级城市，地级城市，
县级市和县，直辖市城区 4 个组别。中央文明办
分组别进行测评排名， 从每个组别中择优选取
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城区。

本报讯 （记者 王莹） 6月 26日，我市召开
2023 年第二季度诚信“红黑榜”发布会。 会
上， 中国人民银行濮阳市中心支行发布信贷
信用“红黑榜”，其中清丰县丰硕农业服务中
心上榜“红名单”。

清丰县丰硕农业服务中心成立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主要从事粮食收购，农药、农作
物种子、化肥销售，以及农业生产托管服务、
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等。近年来，该中心生
产经营无异常情况，未出现中、高风险负面预
警信息， 中国人民银行濮阳市中心支行将其
纳入“红榜”企业名单。

■ 文明城市宣传阐释

清丰县丰硕农业

邯郸市永年区盛泰汽车运输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企业名单

本报讯 （记者 王莹） 近日，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二条、最高
人民法院 《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拒
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规避执行

的失信被执行企业名单，邯郸市永年区盛泰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名列其中。
邯郸市永年区盛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

所地为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西苏乡北李固村

南，执行决定书案号：（2023）豫 0928 执 1531
号，处罚事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处
罚时间：2023 年 6 月 7 日。

■ 守信光荣 失信可耻

水上安全宣传活动进校园
台前县

暑期是未成年人溺水事故的高发期。 近日，清丰县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打出预防溺水组合拳，全面筑牢暑期学生防溺水安全防护网。 图为 7 月 6 日，该县水上救援志愿服
务队队员为小学生讲解溺水自救知识和防范常识。 本报记者 李振涛 通讯员 王一鸣 王世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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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既要要烟烟火火人人间间也也要要卫卫生生平平安安
——————市城区夜市走访见闻

本报记者 袁冰洁 张迪 岳彩寒 樊欣欣 吴丹

未出现信贷信用中高风险负面预警信息

近日， 市水资
源中心联合濮阳县

清河头乡政府开展

“四送一助力 防溺
水宣传进校园 ”系
列活动， 向广大学
生普及急救知识 ，
切实增强学生防溺

水安全意识。 图为
7 月 4 日， 市水资
源中心志愿者为清

河头乡第二中学在

校师生上防溺水宣

传课。
本报记者 刘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