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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昨日，有市民给市场星报发来一张照片，照片中，一位年轻小伙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面对面跪倒在地，而周
边则满是围观人群。据爆料者透露，这位跪倒在地的小伙是合肥市的城管执法队员，对面的老妇人是一位摊主。市
场星报记者了解到，照片上的一幕发生在11月13日，事件地点位于滨湖新区。

王文峰 记者 宁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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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起事件，记者专门采访了社会

学家。

“首先从感性的角度，要为这名城管

队员点个赞，但从理性的角度，城管执

法的方式方法还是要注意。”安徽省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开玉认为，城管队

员整治占道经营是本职工作，也有相

应法规支持。尽管有法可依，但在执

法的过程中还是应该讲究方式方法，

做好摊主的思想工作，稳定摊主的情

绪也应当是城管队员的分内职责，不

应当直奔结果。”

最后，王开玉表示，城管执法如果

能更讲究方法，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种

“互相下跪”的尴尬？

制作：
全程纯手工，年轻人多无耐心学习

曹振亚是新一代彩陶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昨天上午，市场星报记者看见他的

时候，他正在进行拉胚和修胚。一块陶

土，一个小型离心机，不过几分钟，一只小

嘴大肚的梅瓶陶胚就在曹振亚手中诞生

了。

曹振亚介绍，界首彩陶制作有几十道

工序，过程繁琐耗时。“光是选泥就是个技

术活，选好泥后还要风化3年，3年后才能

用来制作陶器。”曹振亚说。

和闻名遐迩的景德镇瓷器不同，界首

彩陶必须采用纯手工制作。制好泥胚后，

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进入刻花的工

序。曹振亚说，他们的工作就是与水与泥

打交道，到了冬天冰冷的黄泥刺心的凉，

做完一天彩陶，手早已麻木得失去了知

觉，焐了一夜，第二天还照样工作。

“因为是纯手工制作，耗时很长，制作

一件界首彩陶一般需要3个月左右。”让

曹振亚有些遗憾的是，现在很少有年轻人

愿意学习制陶了；即使有感兴趣的，过不

了多久就因为没有耐心而不愿意再继续

下去。曹振亚说，他的愿望就是界首彩陶

能多一些年轻的传承人，让这门手艺不要

就这样慢慢消失。

合肥滨湖城管执法时与违规七旬摊贩“互跪”

城管、老人“互相下跪”情与法何以堪

跪着执法，情与法的较量

在城管暴力执法充斥于网络的当下，

城管执法队员丁飞的执法过程中无疑是

有人性化的，但是，情与法之间，向来很难

平衡。

说起城管执法，人们第一时间脑海中

就会浮现一系列的暴力行径，不可否认的

是，当前部分地方城管执法手段单一匮

乏，暴力因素时有发生。但更深度的原因

在于，城市管理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以及权

力权限的尴尬，而城管执法又过于依赖现

场处置，一旦脱离现场，城管几乎对违法

者无法进行有效制约。而为了达到现场

处置的目的，城管多采用“赶、扣、罚”等简

单机械的执法手段，一旦遇到纠纷，人们

总会不自觉地站在城管的对立面。在这

种大环境的背景下，城管“下跪”似乎成了

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

想让城管执法不再陷入被质疑的境

地，也许，提升执法人员的自身素质、执法

技巧，真正在执法中做到公平、公正、文明

也是当务之急。当然，作为弱势群体的摊

贩，在贩卖的过程中，也需要严格规范自

己的行为。毕竟，城市创建，不是哪一个

人哪一个部门的责任。也或者，最重要的

是，相关部门应当对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

规进行完善，赋予城管“法的支持”，也就

是赋予他们“站的勇气”。

110件界首彩陶来肥展览，传动“唐宋风采”
展至明年1月5日 非遗传承人吐心声：盼年轻人学习制作界首彩陶

揉泥、拉坯、修坯、刻花、剔花，随后再素
烧、施釉、釉烧……它们就是古朴厚重的界首
陶的“前身”。昨天上午，“界首彩陶展”在安
徽博物院开展，110多件界首彩陶精品集中
亮相。展览现场，更有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
制作界首彩陶。据了解，展览将持续至2015
年1月5日。

在界首境内，白练一般的颍河自西向

东，两岸沉积的黄胶泥土层十分丰富。黄

胶泥可塑性强，极适合在陶瓷制品上以原

材料的形式出现。靠着这个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界首彩陶”应运而生。

界首彩陶与其他彩陶最大的不同

点就是将画刻到陶坯上或进行镂空，具

有较强的立体感。2006年1月，皖西北

界首彩陶的烧制技艺，被国务院确定为

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界首彩陶始烧于唐宋，盛行于明

清，流传至今。昨天来省博展览的110

多件界首彩陶最早出自明代，囊括了实

用器皿、动物造型、人物塑像等多种类

别，一件明代绿釉开光侍女纹罐经历了

六百年的时光依然展现出醉人的绿色

釉面。

界首彩陶的造型多以圆形为主，据

考证，这源自于当地的民间风俗。“陶”

有“掏”之谐音，“圆”有“团团圆圆”之寓

意，二者结合，即为“掏个团团圆圆”。

非遗：110多件界首彩陶来肥展览

现场在陶坯上刻画展出的界首擦彩陶

11月13日上午7时许，滨湖城管执

法队员丁飞在辖区巡逻，经过洞庭湖路

与天山支路交口时，丁飞看到一位年逾

7旬的老妇人正在摆摊卖菜。这位白发

苍苍的“摊主”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

种占道经营的行为了，考虑到对方年事

已高，丁飞出言劝导了几句，让老人家

赶紧收摊以免受罚。

没想到一圈巡逻结束后，这位“老

摊主”却还在原地“坚守”，丁飞随即走

向了摊主，对其做出了暂扣工具的处

罚。接下来，让丁飞没想到的一幕发生

了：老摊主看到自己的蔬菜和工具就要

被执法队员带走，情急之下，双膝着

地，“咚”的一声，直挺挺跪倒在了丁飞

的面前。

面对着满头白发，年龄甚至比自己

父母还要长的人对自己下跪，丁飞一下

懵了。这时，路边市民纷纷聚拢了过

来。再三劝说对方起立无果后，“咚”的

一声，丁飞也跪在了老妇人的对面，就

这样，两人相互跪地许久后，才在众人

的劝说下站起身来。这一幕，被路过的

市民用手机拍照的形式，记录了下来。

昨日上午，记者在滨湖见到了当事

城管队员丁飞。

记者：当时怎么想的？为什么做出

下跪举动？

丁飞：当时没想太多，看到大妈给

我跪下了，周边的人都在围观，肯定会

误会我是粗暴执法，一方面着急大妈下

跪，一方面必须依法办事，一时情急，就

跪了下来。我知道对面的大妈摆摊不

容易，但我想让她知道，我们城管执法

也真的不容易。

记者：后来这个事情怎么解决的？

对摆摊大妈进行处罚了吗？

丁飞：后来把扣的东西还给她了，

也没真处罚，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这位

大妈家的情况确实比较困难，老伴腿脚

不好，家里经济状况很差。但不管有什

么原因，她确实有占道经营的行为，作

为执法人员，我没办法视而不见。

记者：现在回想这个事情，是什么

感觉？

丁飞：当时觉得别无选择，再来一次，

可能我还只能这么干，城市管理工作不易，

摆摊谋生也不易，希望多多互相理解吧。

通过对滨湖城管部门的采访，记者

了解到，像丁飞这样在日常执法中“遇

难”的问题绝不止这一起。

“事实上，就在这位大妈摆摊的隔

壁街，我们就专门安排了露天的集中摊

点，但可能人流量没有这边大，所以时

常有隔壁的摊点跑到路上摆摊，对这一

点我们是真的很无奈。”滨湖区城管部

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乱摆摊的多为以前

滨湖当地的居民，因此虽然城管部门经

过会暂扣这些人的摆摊工具，但最后也

往往是以说服教育结束，基本没有其他

实际处罚。

该负责人表示，在日常的执法过程

中，城管部门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挑

战”：“除了‘下跪’攻势，甚至很多摊主

对城管队员拳脚相向，队员受伤挂彩也

常发生。”

回顾：执法时，白发老人下跪

对话：当时觉得别无选择

解析：执法“遇难”绝非个例

社会学家：依法执法，但应讲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