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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就“撕春联”
道歉非事情终点非常道

就持续发酵的呼和浩特城管正

月初七撕春联一事，该市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局 14 日凌晨通过官方微

博致歉，表示“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

过程中，未能及时与商户进行沟通，

且工作方式和处理方法简单，在很

大程度上反映出城管队员管理水平

有待提高”。（2月14日中国新闻网）

呼和浩特市城管等此前给出的

防污染、为了市容环境等理由显然

难让人释然。道理很简单，连贴春

联这样都被定义为市容环境污染，

也太有些不合常理和偏激味道了。

笔者以为，这除了地方有关方面对

起码的春节民俗缺乏敬畏之外，更

重要的恐怕还是对当地城市市容市

貌的标准缺乏明晰的定位，或者说

定位不够科学和准确造成的。

也就是说，地方城管对临街商

户贴春联屡屡“过不去”，其中固然

有部门和具体执法人员的执法态度

和方法欠妥等问题，如拍脑袋决策、

权力粗暴、执法不科学等，但更深层

次上却还是地方市容市貌标准缺乏

的后遗症。而这些，很可能不是具

体城管队员和城管领导的错，而是

地方政府等的工作还不够深不够细

所导致的。

如此，仅仅谴责具体执法的城

管队员和城管领导等，或具体城管

部门出来道歉，力度显然还是不够

的，还不能从根本上有效解决问题，

这需要的是地方政府等切实负起责

任，对当地市容市貌(整治)的标准进

行细化和明确，明确哪些是破坏市

容市貌的行为需要制止，哪些不是

破坏市容市貌的行为，允许或一定

时间段内可以保留的。

怒怼城管“禁贴春联”或为“撕

春联”道歉，更应该深入研究讨论市

容市貌标准。可以想象，当时如果

相关的市容市貌标准规定事先详细

明确，又取得了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所谓的“禁贴春联”“撕春联”，也许

就能得到社会的有效理解，起码不

至于引发如今巨大的社会舆论反响

了。而这，考验的不但是具体的城

管执法，更是城市管理智慧。

□ 余明辉

需进一步破解大城市通勤难题
□ 张国栋

建好“小修摊”
也是民生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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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对 1966 名在大城市工作

的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3.3%

的受访大城市青年上班族被通勤不

便的问题所困扰，交通拥堵、耗时长

和距离远是受访青年面临的三大通

勤难题。（2月14日《中国青年报》）

说起来，上班族（不只是青年）在

一些大城市所面临的这些通勤难题，

不是新鲜事，而是一个存在多年的老

问题，且城市越大通勤越难。此前有

报告显示，排名第一的北京，平均上

班路程 13.2 公里，用时高达 56 分钟，

排在第十的武汉，平均上班路程也达

8.2公里，用时43分钟。

虽然这是城市化的一个必然过

程，但一个城市如果通行不畅，就等

于一个人的血管堵塞，会让人产生压

力和焦虑情绪，成为挤占人们生活时

间、影响其生活质量甚至生命健康的

重要原因。长此以往，整个社会的人

就会变得比较急躁，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也会变得紧张，进而影响发展大

局。因此，通勤难题不应被“搁浅”，

而是亟待采取措施加以纾解。

如何纾解？上述受访青年已给

出了一些比较可行的答案。如：向员

工提供租房补贴，让员工居住到离单

位近些的地方；制定员工错峰上下班

制度；做好市政规划，推进职住平衡

等等。也有专家提出，要多元共治提

升城市管理和现代化水平。

笔者要补充的是，一朝一夕，上

班回家，通勤是大城市有规律的潮

汐，也是城市人们每天的固定行程。

当务之急也已经不是探讨如何纾解

的问题，而是“药方”具备，只欠拿来

“服用”。同时，过去通勤难题往往被

视为交通拥堵问题的“次生问题”，交

通 部 门 也 一 直 在 努 力 化 解 拥 堵 难

题。但事实证明，单从交通拥堵层面

理解通勤难题是片面的，其背后另有

问题，需要统筹考量安排，尽早付诸

实际行动。

当然，大城市的通勤难题成因复

杂，事关多方，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得

以解决的。但只要我们增强“难题意

识”，勇于担当，它就能得到不同程度

的纾解。要知道，给上班族的生活体

验里多增加些幸福感，就能给未来多

增加些希望。

越红越熟的番茄越防癌

一般来说，番茄的颜色越红、成熟度越高，

番茄红素含量也越高，抗癌性越强。

需要说明的是，未成熟的番茄不要食用，这

是因为其中含有一种生物碱成分，俗称番茄

碱，食用过多可能导致出现头晕、恶心、呕吐、

疲乏无力等症状。番茄碱会随着番茄的不断

成熟，含量逐渐降低，因此，完全成熟的番茄可

以放心食用。 @生命时报

修鞋、改衣服、修表、配钥匙、修自行车

……城市里的各类小修摊，方便和服务着万千

居民。近日，天津市杨柳青镇首批26个便民修

车修鞋铺投入使用，全部免费提供给经营者，

引发关注。近年来北京也在加速便民网点和

便民服务综合体等的建设工作，推进便民服务

精细化发展，其中就包含引导和扶持维修等业

态。（2月14日《北京晚报》）

笔者以为，对城市小修摊的正确态度，起

码应是引导它们规范运营，扶持它们向好发

展。毕竟小修摊是广大市民日常生活离不开

的一种业态。而且，小修摊这种看似很小的业

态，可以让城市更加安全宜居。美国城市学家

雅各布斯等专家就认为，引导发展便民小修摊

的好处，不只是方便市民，同时也有利于治安

维护，“因为街边小修摊的存在，不管白天还是

夜晚，始终有人在经营，有灯亮着，往往治安就

很好。”相关部门不引导规范其发展，无疑是一

种短视。

那么，该怎么引导规范小修摊发展？可以

由相关部门主动联系对接社区居委会、物业等

方面，创造条件，鼓励社区居委会、物业引导小

修摊到社区规范经营，甚至可赋予摊主新的角

色，比如北京某社区引入小修摊时，让摊主帮

忙承担小区自行车棚的管理职责，实现共建共

治共享。如果担心小修摊各自散乱经营，影响

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可以将多种小修摊引入

到某个人流集中的区域或商业中心，大家共同

分担整个区域的租赁成本，从而轻装前行。

当然，像报道中杨柳青镇那样以人为本，

专门打造便民修理铺，全部免费提供给经营

者，则是比较理想的扶持途径。在杨柳青镇

的车站、菜市场、商业区、住宅区等地方，那一

座座古色古香的小修铺不仅方便市民寻找，

也给经营者省下一笔铺面租金，还成了街边

一景。这种将提升市容市貌、环境秩序与打

造民心工程有机结合的做法值得借鉴推广。

期待有更多城市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做好营

商服务，既管好城市的大马路、大广场，又能

管好民生“小事”。

幸亏古代无此君 王恒/漫画

马云：
长得一般的人各有千秋，越看越耐看

马云的爱情金句：长得好看的人千篇一律，

长得一般的人各有千秋，而且越看越耐看；最近

流行 AI，还有算法，但婚姻是算不清的，最后算

了吧就是最好的算法。这份真爱指南请收好！

@梨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