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发展需要有规划，城市规
划是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其纠正
了发展中或将出现的无序状态。
便民疏导点的设置，即是城市规划
中的一环，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
备受关注。

近年来，各大城市“颜值”不断
提高，各类“高大上”的商场相继出
现，与此同时，一些小摊贩在城市
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淹没”，不少
市民渐渐发现，补衣服、配钥匙等
这 类 日 常 的 生 活 需 求 得 不 到 满
足。让生活更便捷，是广大人民群
众的共同呼声。

便民疏导点的设置，便是政府

从群众的真实需求出发、及时回应
群众期盼的举措。

“不用再打游击战了”“确实很
方便，为政府点赞”……不管是从
摊贩的反馈中，还是市民的感受体
会里，都能看出，便民疏导点的设
置是一个多赢的举措，利于打通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一方面，便民疏导点让小摊贩
有了固定又稳定的经营场所。流
动摊贩的无序管理曾一度让城市
市容市貌受影响，但是又不能完全
取缔摊贩。摊贩经济有着巨大的
市场需求，是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利于吸纳下岗失业人员。此

外，这还有利于缓解摊贩和城管之
间的矛盾，摊贩不再“打游击”，对
城市更有了归宿感，而城管也不再

“执法难”。
另一方面，便民疏导点给市

民以极大的生活便利。配钥匙、修
雨伞等这些生活琐事，绝大多数市
民都希望能在家门口办好，便民疏
导点使市民日常的一些生活问题
得到了解决，这一点居住在三亚建
设街的市民张德新就感触颇深。

不仅仅如此，便民疏导点还让
城市管理更有序，其既保留了城市
原有的特色，又活跃和繁荣了市
场。摊贩不再“打游击”、市民生活

更便利、市容市貌进一步“升级”，
显然，便民疏导点解决的是民生问
题。

当然，在措施落实的过程中，
便民疏导点也会遇到问题，如位置
不够合理、布局太局限等等，还需
要相关部门不断修整完善，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为服务群众打通“最后一公
里”的举措是实实在在的，这也才是
群众真正需要、期盼的公共服务。

疏导点搬到社区
流动商贩有落脚点

5 月 22 日 8 时，来自江西的 55
岁修鞋小贩程华平和往日一样，准
时出现在建设社区便民疏导点的
摊位上。约 1 米长的方形木板往地
板上一放，铺上一块布，程华平迅
速地将拖鞋、鞋垫、鞋跟等修鞋用
具整齐摆放好，2 张折叠矮凳在摊
前 摆 正 ，便 在 摊 点 前 吆 喝 起 生 意
了。

“这边环境好，去年政府给我
们 规 划 到 这 里 ，不 用 再 和 城 管 打

‘游击战’了。”程华平笑道。在该
社区便民疏导点里，三亚日报记者
看到，该便民疏导点共设置了缝补
衣服、维修钟表、修锁配钥匙、修鞋
擦鞋、维修自行车打气 5 个区域。
除了程华平的修鞋擦鞋摊点，还有
修钟表、修单车、修锁配锁、缝纫衣
物等，他们到这里摆摊已经一年多
了，有了固定且免费的摊位，这也
是程华平以前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回想一年前，程华平和其他流
动的商贩一样，在第一市场的街边
上“游荡“。去年以来,为推动“创
文巩卫”和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的
建设,三亚市在新建、儋州村、红旗
街、建设、和平等多个社区设置便
民疏导点,免费供给摊贩使用，并为
个别露天式的便民疏导点免费发
放帐篷，既方便了广大居民的日常
生活,又解决了流动摊贩们的“落脚
点”。

“尽管一开始并没有多少人知
道这里，但现在慢慢有了回头客，
生意也有所好转。”程华平说。

“现在在社区门口就可以缝补
衣 服 、维 修 钟 表 、修 锁 配 钥 匙 、修
鞋、维修自行车了，确实很方便，而
且统一的规划，看着很有秩序，很
舒服。”居住在建设街的市民张德
新已经第二次来配钥匙了，以前他
总为配钥匙、改裤脚等繁琐的事满
大街寻找流动商贩，很浪费时间。
现在在家附近能解决就好了，他认
为该疏导点的设立，不仅便民，也
是城市文明的一道风景线。

摊点生意好转
为城市容貌添色彩

与建设社区一样，儋州村社区
的便民疏导点也在“创文巩卫”中
设立了起来。在该社区记者看到，
干净整洁的马路边两侧，水果摊位
被整齐地划分和规范，统一的规格
和色调，以及空间设计，与马路相
得益彰，各种各样的水果在摊位上
整齐地摆放，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临近中午，“珊姐水果店”的生意
也逐渐好了起来，29 岁的摊主陈诚
正忙着为客人装水果篮，忙得不亦
乐乎。

“我是买水果篮去医院看朋友
的 ，过 马 路 就 能 买 到 水 果 ，很 方
便。”王英告诉记者，他准备去看住
院 的 朋 友 ，本 来 要 去 超 市 购 买 水

果，没想到在医院对面就有这么多
的 水 果 选 择 ，他 直 言 ：“ 太 人 性 化
了！”

“以前在路边摆水果摊，老是
被撵来撵去，很麻烦又影响市容。
现在好了，政府专门设立了便民服
务点，每天在这里摆摊，地点固定
了，生意也不错！”陈诚说，政府的
便民疏导点建设得非常好，市民日
常的一些生活问题得到了解决，不
用占道也无需“打游击”了。

不断完善疏导点建设
提供更多便捷服务

三亚日报记者在随后走访儋
州社区、友谊社区、群众社区、建设
社区等几个便民疏导点中发现，每
个社区的疏导点都有统一的标准，
划定经营区域，以及规定的营业时
间，并统一标准有序管理。同时，

还落实定人定岗管理责任制，加强
疏导点外无证摊点的管理，确保疏
导点正常运行，更好地满足市民游
客的生活需求，规范城市管理。

便民疏导点的设立是否就真
的“便民”呢？在走访中，不少市民
都向记者称赞了社区便民疏导点
的便民之处，但也有不少市民认为
疏导点设置的位置不够合理，布局
太限制，有时候要跑到比较远的地
方才能找到一个疏导点，不少商贩
也希望能够改善所遇到的问题。

“我希望在商品街或者其他小
巷子也设置便民疏导点，卖早点、
水果什么的，并做好卫生安全的监
管。”市民张燕说。

便民疏导点的设置是按照哪
些标准？“设置便民疏导点是结
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来统一规划
的，并协调好工商、卫生、物价、消
防等部门共同设定。”天涯区政府
副区长倪少良告诉记者，设置疏导

点的初衷是为了规划市场管理，给
一些传统的行业以新的发展方式，
便利人们的生活，给城市一个文明
发展形态，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接下来，我们也会不断完善
基础设施，在更多的社区建立便民
疏导点，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为市民提供更多的便利，
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助力。”
倪少良说。

三亚 日 报 记 者 了 解 到 ，在 推
进“ 创 文 巩 卫 ”工 作 中 ，三 亚 市 通
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合理布局，
补 充 修 鞋 、缝 纫 店 等 市 民 生 活 所
需 的 小 行 业 等 。 目 前 ，三 亚 市 在
新建社区、儋州社区、红旗街等共
设立 16 处便民疏导点，免费供给
摊 贩 使 用 ，改 善 周 边 交 通 秩 序 和
卫 生 环 境 ，成 为 城 市 中 一 道 别 致
的 风 景 ，极 大 地 方 便 了 群 众 的 生
活需求。

破除占道经营“顽疾”助力城市文明建设

天涯区16处便民疏导点巧解商贩“游击战”
本报记者 张慧膑

社会文明大行动进行时

3值班编委:黎良图 值班编辑：李正蓬 值班校对：符莉萍

www.sanyarb.com.cnwww.sanyarb.com.cn

2018年 5月 25日 星期五

做文明有礼三亚人

近年来，三亚加大“创文巩卫”的工作力度，从实际出发，探索建设一批便民疏导点，对流动
商贩进行统一有效安置，满足市民对配钥匙、改裤脚、修手表、修单车等日常生活琐事的需求，解
决了流动商贩的安置问题，也让社区环境更加有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周边市容环境脏乱差，
提升了城市形象，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本报讯（记者 吴英模）5 月 22 日下
午，张金水老人找到三亚日报社，希望
媒体能帮助他寻找一位曾经帮助过他
的“活雷锋”。如今两天时间已过去，这
位帮助过老人的“活雷锋”依然没有消
息，但三亚日报社帮助老人寻找“活雷
锋”的事迹，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赞
扬，其中包括曾经参与帮助张金水老人
的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保安赵谦。

据赵谦回忆，当时是 2015 年 12 月 7
日中午 12 时 30 分许，他正在省第三人民
医院（原农垦三亚医院）门岗岗位值班，
突然对讲机里传来同事陈家泳（已辞职）
的声音，说有一位老人晕倒在医院行政
楼前的草坪上，希望在周边值班的保安
赶过去帮忙。

当赵谦赶到事发地点时，在周边值
班的另外几名保安范玉国、林海亭、张
潮度（这三人也已辞职）也同时赶到。
围过来的几人赶紧查看老人情况，看到
老人手里提的袋子里装着水和馒头，平
时对糖尿病知识略知的他们意识到老
人可能没及时吃饭，血糖低而晕倒。赵
谦立马推来行动病床，五个人齐心协力
将老人送到急诊科抢救。

赵谦告诉三亚日报记者，他当时专
注于救老人，并没有注意到身边还有一

名女士，事后也没听其他参与施救的同
事说起过这位女士。“如果不是张金水
老人这次找到三亚日报社要求帮忙寻
找当时曾参与施救的好心女士，我都不
知道还有这位默默无闻的‘活雷锋’存
在。”赵谦说，张金水老人晕倒在医院
里，他们作为医院的一份子，本来就有
责任和义务去帮助老人，他们只是在做
自己该做的事，而这位好心女士只是一
位路人，却愿意主动帮助老人，值得佩
服。

赵谦说，不只是这位好心女士帮助
老人的行为是正能量的，三亚日报社帮
助老人寻找这位好心女士的行为也是
正能量的，通过《三亚日报》报道不仅有
可能帮助老人找到“活雷锋”，还可以弘
扬社会正能量。

“一般现在都是怕被栽赃、被讹诈，
这位好心女士和几位保安大哥可以说
是救得义无反顾，这种精神是值得弘扬
的，包括这位老人现在发起寻找帮助他
的“活雷锋”，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情。”省第三人民医院宣传科科长徐敬
认为，三亚日报社参与这件事情，很值
得赞扬，媒体应该像三亚日报社那样，
开通专版，甚至组织再进一步的活动，
来弘扬正能量的人和精神。

本报讯（记者 许润）5 月 23 日，本
报 3 版刊登头条文章《三亚“活雷锋”，
您在哪里？》，帮助因低血糖晕倒的张
金水老人寻找两年前救他性命的好心
人，同时也通过三亚日报微信公众号、
掌上三亚客户端等新媒体渠道同步推
送图文消息，引发市民热议。

2015 年 12 月，有严重低血糖的老
人张金水晕倒在地，被好心女士发现
及时紧急送医。“正是因为当时那位好
心的女士发现及时、热心帮助，我才被
成功抢救，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回忆
起 当 时 的 情 形 ，张 金 水 老 人 感 激 万
分。得知三亚日报已经帮助他刊登寻
人文章，张金水老人连忙说：“我现在
就去买三亚日报，多买几份让别人看，
让他们也帮我找一找那位好心女士。”

张金水的老伴说：“真是感谢这位女
士及时发现才救了我们家老张一命啊，
如果能够找到，我们邀请她来兰州做
客。”住在三亚市港门村的老高是张金水

老人的邻居，他表示，之前没有听张金水
老人跟他说这事，没想到三亚“活雷锋”
就在身边出现，为好心女士的雷锋行为
点赞，她以行动给他人上了生动的一
课。老高说以后会多加注意张金水老
人，有需要帮助时他将尽量帮忙。

同时，三亚日报帮助老人寻找“活
雷锋”的报道也引起不少网友和市民
关注。“我是外地人，我认为海南本地
人都很善良。”网友高旗在三亚日报新
媒体推送的文章下评论。“《三亚日报》
作为地方党报，报道内容能够深入群
众，讲好三亚故事，为这家报纸点赞。”
也有网友转发到朋友圈为本报接地气
的报道点赞。

“有社会责任感，能密切联系群众，
不管最终是否能找到这位好心女士，我
们都应该为报社点赞。”市民杨女士说，
建设文明三亚，就需要媒体共同呼吁，
把好舆论导向，弘扬社会正能量，给予
每一个三亚人发自内心的文明动力。

城市文明标语作为一个城
市的文化文明象征，不仅传扬文

明精神，同时还具有警醒市民的
社会功能。城市文明标语的存
在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起着不可
磨灭的作用。而三亚正在建设
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文明三亚
被赋予更多的含义，也需要更多
贴合三亚实际、体现三亚人文地
理及热情好客的文明标语，也可
以用一些幽默的方式来提醒市
民游客做文明人，如前段时间市
公 安 局 设 置 的“ 打 架 的 违 法 成
本”就以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
使得大家对打架行为的后果有
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可以通过一
些城市绘画宣传墙的方式让大
家对文明标语有比较直观的认
识。

“便民疏导点”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三亚日报 吴采净

天涯区16处便民疏导点具体位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社区名称

儋州村社区

儋州村社区

南海社区

友谊社区

红旗街社区

机场路社区

群众社区

群众社区

群众社区

岭北社区

岭北社区

和平社区

新建社区

建设社区

场站社区

羊新社区

具体位置

第二市场北门

阿里山小区

南海临时市场

外贸路海之岛小区

红旗街一巷

市场后门铁路段

爱群巷

群众街92-94号

洗车工业小区

市场

市场

望海花园小区内

新建街与胜利路交叉口

海滨电影院停车场

六小路段教师村小区门口

凤凰羊栏老市西侧

经营项目

缝补衣服、修自行车、修鞋、修钟表、配锁

经营水果摊

修鞋补鞋缝纫衣服。配钥匙

修鞋、修自行车

修鞋、配锁

修补鞋、缝衣服、修自行车、配锁、修钟表

缝衣服、配钥匙、修鞋

早点、水果

饮料、零食

水果摊

修补鞋、缝衣服。

修手表、修衣服、修鞋

补修鞋

修鞋、配锁

缝衣服、理发、修自行车、售书刊

缝补衣服、修鞋、修钟表、配锁

《三亚“活雷锋”，您在哪里？》后续——

参与救人保安赵谦：
救人于危难中是一份责任

三亚日报帮助老人
寻找三亚“活雷锋”被点赞

我看三亚街头文明·文明标语

市民游客支招三亚文明标语设置：

文明标语设置要幽默
本报记者 吴英模

去年，我所在的城市新增了
一批“灯架标语”，在一些城区交

通信号灯灯架上开辟宣传阵地，
利 用 这 些“ 灯 架 标 语 ”宣 传 文
明。这次来三亚旅游，我看到三
亚在创建文明城市，为此实施了
亮化工程。三亚也可以借鉴我
们城市增设“灯架标语”的经验，
将创建文明城市宣传和倡导文
明交通行动宣传相结合，在城区
一些主要交通信号灯灯架上开
辟宣传阵地，利用这些“灯架标
语”宣传文明，并与亮化工程相
呼应，在绽放文明的同时也扮靓
道路，时刻提醒过往群众关注交
通安全、关注城市创文，参与文
明 交 通 行 动 ，参 与 城 市 创 文 行
动。

文明标语设置要幽默使人印象深刻

黄毅，三亚人，医护人员

增设“灯架标语”绽放文明扮靓道路

欧阳大芳，贵州游客

核
心
提
示

观点
1

观点
2

天涯 时评

建设社区便民疏导点 ，小商贩们开心地营业。本报记者 张慧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