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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微评
本期主持 大饼

福建省副刊名专栏

上周公微推文
阅读前十榜单
（5月1日至5月7日）

1.注意！即将抵达石狮！
时间：5月5日 热度：★★★★★
2.今年实现石狮市区全覆盖！
时间：5月2日 热度：★★★★★
3.紧急发布！雷电预警！
时间：5月6日 热度：★★★★☆
4.石狮40人获命名表彰！有你认识
的吗？
时间：5月1日 热度：★★★★☆
5.86.5毫米！刚刚，石狮升级预警！
时间：5月6日 热度：★★★★
6.长约1.2公里，配备停车场！石狮
新添滨海游步道！
时间：5月5日 热度：★★★☆
7.重要通知！本周六22：00！
时间：5月5日 热度：★★★☆
8.名单出炉！石狮20人获评！
时间：5月2日 热度：★★★
9.石狮中考生看过来！今年招生有变
时间：5月4日 热度：★★★
10. 石狮“环岛路”又有路段启动提
级改造
时间：5月6日 热度：★★★

一周热点聚焦①：
从86.5到165.1

受低层切变南压影响，6日下
午到夜间，石狮普降暴雨，统计6日
16时10分~22时10分累计降水量，
全市共有 9 个镇（街道）降水超过
50 毫米，以蚶江镇 86.5 毫米为最
大。根据《石狮市防汛防台风应急
预案》有关规定，市防指决定于5月
6 日 23 时启动防暴雨Ⅳ级应急响
应。（详见5月 6日《石狮融媒》公
微）

立夏的这场雨有点猛！6日傍
晚至 7 日凌晨，我市出现明显降水
过程，全市降雨量均超过100毫米，
以锦尚镇奈清水库 165.1 毫米为最
大，而上述数据在 6 日晚间的统计
仅有半数。谚语云：“立夏下雨，九
场大雨。”立夏下雨意味着，开始进
入雨季，雨量和雨日均会明显增多。

一周热点聚焦②：
新添滨海游步道
5月3日下午，记者在林銮渡海

岸生态修复工程施工现场看到，假
期坚守在岗的施工人员，正同步交
叉推进沿线的环境整治和道路主
体的基础施工。项目除了建设一
条长约1.2公里的生态检修道，方
便游客更好地走进林銮渡这一世
遗点，还将同步对沿线周边的生态
环境进行提升，为石狮海岸带再添
一段精品。（详见5月5日《石狮融
媒》）

锦江外线打通后，市民群众可
以驾车从水头外线直达石湖民族学
校，沿海风光一览无余，而林銮渡海
岸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也将通过
新建的生态检修道，打通石湖民族
学校至林銮渡的路线，方便游客更
好地走进林銮渡这一世遗点，这段
岸线也是石狮国道 G228 线滨海景
观道的重要支线。近年来，石狮通
过推进实施海岸带规划建设之“疏
脉络”交通工程，推动海岸带持续美
丽蝶变，让市民游客更好地领略石
狮迷人的滨海景致。

一周热点聚焦③：
垃圾分类市区全覆盖

今年我市将进一步扩大垃圾
分类试点范围，新增凤里街道开展
城市垃圾分类，新增灵秀镇全域落
实农村生活垃圾“干湿”分类机制，
市区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这是
我市日前出台的《2023年石狮市进
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的。
（详见5月2日《石狮融媒》公微）

垃圾分类，一头牵着民生，一头
连着文明。近年来，石狮市把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改善城乡人居环境的一项重点
工作来抓，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推
动垃圾分类各项工作落细落实。此
番，我市推进垃圾分类市区全覆盖，
并提出：至 2025 年，全市基本建成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
运输、分类处理体系，实现生活垃圾
分类全过程无缝对接。

夜市人潮一浪高过一浪、一周
内吸引游客约20万人次、抖音讨论
热度居高不下……“五一”假期，石狮
八卦街新华路夜市火了，火得令人有
些意外，无论线上还是线下，“石狮八
卦街新华路夜市”迅速出圈，不仅点
燃了石狮“城市烟火气”，也带来了众
多的思考与启示。

或许是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
的消费需求释放，或许是八卦街新
华路南洋风格骑楼自带流量，或许
是“五一”假期的节日氛围拉满，或
许是夜间经济点燃了市井烟火气
……关于石狮八卦街新华路夜市
的火爆原因，众说纷纭，每个人都
有各自的见解与答案。对于诸多

中小城市来说，发展文旅产业，怎
样才能拼出特色，把“流量”转化为

“留量”，将“网红”变成“长红”，是
一个共同面临的课题，需要打好基
本功。这里，笔者试析一二——

一要抓特色。“烧烤”也好，“夜
市”也罢，“接地气”是根本。进一步
讲，“接地气”应有两层意思，一是接
近老百姓的普通生活，反映老百姓
的愿望、需求和利益；二是要有本地
自身特色，顺应当地文化及百姓消
费习惯，形成“难以复制、人无我有”
的业态。石狮八卦街新华路夜市当
然满足了前者，并且从短期来看带
来了流量，但从长期来看，还需要挖
掘、提炼、打磨、塑造后者。新华路

南洋风格骑楼不能只是“背景板”，
而应当是“金名片”，“你的习以为常
对游客来说，往往是新鲜的”。期待
有关方面立足于“新华路夜市”，大
胆创新，积极作为，将文化与市场相
结合，创新产品供给，提升服务质
量，打造“新华路特色”“八卦街特
色”“石狮特色”乃至“区域特色”，实
现可持续发展。

二要讲诚信。“诚信”二字值千
金，消费环境的真实可靠，消费者
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民众才会痛快
掏钱、尽情消费。文旅业的成功不
仅仅是靠价格低廉，更需要以优质
的服务和良好的口碑赢得游客。
对此，商家眼中不能光盯着利润，

应以诚待人、以信为本，货真价实、
尽心服务。同时，市场监管一定要
做到位，一旦出现问题要重罚，这
关系着当地的旅游形象和消费者
的旅游体验。市场与监管双向发
力，共同为消费者打造放心、公平
的消费环境，打造口碑过硬的金字
招牌，以此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和支
持，才能一波接一波“出圈”。

三要强服务。适度宽容的管理
理念，为城市营造烟火气提供了空
间；诚信规范的消费环境，为城市留
下旅客提供了保障；还有一项不可
或缺——城市管理与服务水平。新
华路夜市的突然火爆，必然带来交
通拥堵、环境卫生、噪音扰民等城市

管理问题，但发展的问题还是要在
发展中去解决，要相信办法总比困
难多。因此，相关部门要做的就是
合理规划，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建立
安全有序、便利包容的夜经济发展
规范与导则。高质量“夜经济”发展
需要“混序”，“混序”不是无序，形
态、业态、功能要“混”，而规划、监管
和营商环境则要“有序”。

互联网时代，每座城市都有
“火”的机会。有了“火一下”的运
气，更要有“火下去”的实力。而单
靠流量加持，网红效应并不可持
续。大波流量从天而降，如何接
住、如何延续，才是真正考验一座
城市的实力。 （吾提）

“流量”变“留量”得靠基本功 时评时评

近日，笔者在玉湖果蔬批发
市场买菜时遇到了一件事：一名
女士微信付完钱后转身准备离
开，摊主听到手机（微信）响起“收
款9元”后，立马叫住女士，“菜钱5
元，你付了9元，我找你钱。”女士
愣了下立即微笑表示，“不用找钱
了，你再给我称4元菜”。

看到这一幕，笔者不禁为摊

主点赞叫好。虽然这只是菜市场
中发生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4
元的找补却体现了摊主优良的品
德——诚信。有句话说得好：一
个人讲诚信，别人才会相信他，到
哪里都受欢迎；而一个人缺失诚
信，则每个人都会讨厌他，落到寸
步难行的地步。事实也是如此，
摊主诚信的行为让顾客心头一

暖，报以微笑，并主动将4元的找
补变成生意。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道德品
质。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
中，诚信都是我们立足社会的基
础。事实上，构成我们和谐社会
的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诚信的环
境，而这个诚信环境的营造则需

要每个人付出努力。市民群众、
各行各业共同恪守诚信原则，让
诚信之风吹遍大地，推动“人人讲
诚信，事事守规则”的良好社会风
气，让精神文明之花硕果累累。

“4 元”的诚信不是小事，它
是为人立足之本、城市发展之
道。

（阿桂）

社会社会
评说

保护古树名木 守护“绿色乡愁”

石狮市十大“文明新风”行动
于 2015 年启动，包括“价值引领”
行动、“书香狮城”行动、“文明出
行”行动、“垃圾不落地”行动、“嫁
妆莫炫”行动、“厚养薄葬”行动、

“文明餐桌、光盘行动”、“美在旅
途”行动、“小城大爱”行动、“诚信
无价”行动。多年来，十大“文明
新风”行动经过各级各部门精心
策划、认真实施，广大市民群众踊
跃参与，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这里单说“厚养薄葬”行动的
“薄葬”，对于孝子来说，“薄葬”并
不是说老人身后事简单处理。而
是反对奢靡丧葬，提倡“薄葬”，坚
决反对在老人去世后，子女们为
了做给亲友看，为自己“充门面、
装孝道”，上演虚假“孝顺戏”。提
倡“薄葬”，更是反对比富斗富，或
者本身经济并不富裕，但为了显
示孝顺而打肿脸充胖子，不惜债
台高筑。

可以说，成效很明显，这从历
年来简办丧事捐助公益的新闻越
来越多就可以看出来，“厚养薄
葬”已经深入人心。从文明办丧
事的角度来说，文明办丧不但形
成村规民约，也已经成为办丧事
的人家的自觉行为。

但是，在丧事办理过程中，还
存在一些不文明现象。比如：闽
南风俗中，办丧事必得请人喝酒，
办丧事的人，那是叫孝礼周全，因
为无论是来帮忙的亲戚朋友，还
是来送纸钱的族人，孝子表达的
都是一份感谢之情。但是，有些
帮忙处理丧事的同家族人员或者
同村村民，在丧事现场猜拳闹酒，
甚至喝得大醉，影响很不好。说
轻一点，是对孝子不尊重，人家在
哀伤，你在大吃大喝，这样的客人
很没分寸。说重一点，那就是素
质太差。

其实不唯闽南一带如此，笔
者老家在闽中，曾经多次参与过
办丧事，因为家在乡下，同村同
姓，缘起一家，村里有哪个老人逝
世 ，每 家 都 得 有 一 个 人 参 与 办
丧。也经常遇到在丧事上大吃大
喝，甚至醉酒的事。年轻的时候，
自我感觉分量不够，只能尽量做
到自己不参与。如今，每见有人
在丧事里闹酒，便忍不住要说几
句，闹酒的人，也有明白人，大多
面露愧疚。

文明可以表现在每一个具体
的细节上，文明行为也需要大家
共同提倡和相互提醒。如丧事不
闹酒，就是文明的体现，也是文明
办丧的应有之义。 （柳月亭）

今年“五一”期间，我市累计接
待来石游客31.5万人次，同比增长
93%；累计旅游综合收入2.3亿元，
同比增长109%。（详见5月5日《石
狮日报》一版）

强势回暖！“五一”假期，全国迎
来“人从众”的旅游旺季，石狮取得
不俗的成绩，这是石狮全面打造美
食文旅之城的阶段性成果，得益于

石狮得天独厚的山海城自然禀赋以
及前期精心策划的多条精品旅游路
线等多方因素。

旅游可以看什么？答案很多，
可以是为了文化、为了美景、为了放
松，甚至为了“舌尖美食”，但无论为
了什么而来，少不了旅游配套服务
保障。旅游配套服务，往小了说直
接关系到游客的旅游舒适度，往大

了说还关系到外来游客对一座城市
的印象和口碑。从这个角度来说，
完善旅游配套不仅仅是旅游产业的
事，更是一座城市树立形象的绝佳
窗口。

旅游被称为是具有显著时代特
征的幸福产业。基于此，我们就应
当把旅游当作是一项“供给幸福”的
产业来规划实施，也只有这样做才

能为城市带来更多的“流量”和“留
量”。

旅游配套服务包括方方面面，
比如交通、酒店住宿、门票价格、商
业业态、服务态度等。我们应当不
断苦练文旅市场内功、优化旅游产
品供给，为更多游客提供高品质的
旅游服务，不辜负游客的热情。

（杨德华）

留住市井烟火不误城市“面子”

丧事不闹酒
也是一种文明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石狮
文旅市场最为“出圈”的，当属新华
路夜市。这条承载着浓浓乡愁的
老街，结合周边的片区改造进行修
缮提升后，在今年“五一”期间“大
放光芒”，以沿街店面和摊点聚拢
人流，收获鼎沸的“烟火气”。此
外，金相夜市、后花夜市等在各类
社交平台较有热度的一些“打卡
点”，都有着“路边摊”的印记。把
视角放大看，近期“现象级出圈”的

“淄博烧烤”，同样烙印着“马路市
场”的标签。因此，无论是拉动大
众消费，还是仅从发展旅游的角
度，值得我们正视的是：除了高大
上的现代商业综合体，地摊经济也

应得到呵护和引导，参差多态方为
美。

以“故衣摊”带动商贸崛起的
石狮，对马路市场其实有着很深的
情感。当然，不仅是石狮、也不唯
现在，贩夫走卒穿街走巷、引车卖
浆古已有之。在一些沿街路边、空
旷场所，民众、商贩默契地聚集、摆
摊设点，自发形成了小市场、商业
街，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既满足群
众日常所需，也带动人流的集聚、
促进了城市的繁荣。甚者，经过时
间沉淀，有些自发形成的马路市场
还能形成人气“打卡点”，引流、带
动，成为地方旅游市场的亮点。

当然，应该承认，不少路边摊

流动性大、部分摊主和消费者环卫
意识不强，影响市容市貌。因此，
在较长的时间内，这些业态常和

“脏乱差”等字眼关联在一起，成为
城市管理中被整治的重点对象。
城市的“面子”当然要顾，干净整
洁、文明有序的环境也是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路
边摊、马路市场得完全消失。事实
上，地摊经济和城市文明绝不是相
斥关系，大家更乐见的，是在整洁
的城市环境和充满活力的市井烟
火之间取得最大的公约数。

如今繁华依旧的金相夜市，便
为这一看似对立实则统一的关系
提供了最好的佐证。2020 年 7 月

起，石狮将金相路设定为夜间步行
街，晚上实行限时交通管制，属地
同时聘请专职保洁队伍、在路中批
量增设垃圾桶、推行积分制管理，
引导摊贩有序入位、规范经营，并
及时做好垃圾清理，在繁荣夜间经
济和市容环境维护之间取得平衡
乃至实现双赢。

可见，作为灵活就业形式、可
满足不同消费群体需求的路边摊，
是可以和有品位的城市、有品质的
生活相生相融的。近些年，地摊经
济也得到顶层的正名。尤其是，
2020 年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
化疫情防控形势，在当年全国文明
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

将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
市测评考核内容”。如石狮金相夜
市一般，许多城市也纷纷采取划定
区域、经营时间、卫生标准等方式，
对摊贩实施更科学的管理模式，推
动路边摊规范经营、迭代升级，更
好地满足不同群体消费需求。

一座包容的、自信的、活力的
城市，对于路边摊和马路市场，引
导和规范显然更为可取。当然，
摊贩们也应主动遵守规定，规范
摆摊设点，共同维护市容环境，在
努力摆脱“脏乱差”陈旧印象的同
时，甚至打造成为城市的一道亮
丽风景。

（康清辉）

日前，台盟石狮市支部在政协
提案中提出：“名园易建、古树难
求”，建议把古树名木保护作为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上升到保
护文物、保护生态、保护文化、保护
历史的高度，通过每一株古树名木
把石狮的历史文化延绵传承下去。
（详见5月4日《石狮日报》二版）

枝繁叶茂，浓荫匝地。历经沧
桑的古树名木，可谓是一座城市的

“活化石”，它是历史的见证者，承载
着一个村庄，甚至一座城市的乡愁

和记忆。这些年来，古树名木的保
护越来越受到各地重视。

无论是在城市规模扩张中的
“改路不挪树”，还是一些地方古树
公园的建设……有效有力呵护绿色
乡愁的方式不断打开，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除了生态保护的需要，古树名木在
历史、文化方面的价值同样不容低
估。古树名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见
证者，承载着城市记忆和百姓情
感。特别是一些数百年甚至上千年

的古树，它们的存在比很多城市、建
筑的历史都更为悠久，在社会发展
进程中妥善保护古树，是对大自然
的尊重和敬畏，也是给全社会增添
一笔“个性化”的宝贵财富。

笔者认为，古树名木是经历岁
月的洗礼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对它
们的保护不应拘泥于树木的年龄，
而是要拓展为一种更为开放、常态
化的树木保护观念，营造人人保护
古树名木的良好社会氛围，特别是
加强对后备资源的保护。为更多古

树名木的“养成”创造条件，为子孙
后代留下殷实“绿色财富”。

而让更多的古树在新的时代光
影里“枝繁叶茂”，不仅可以吸引更
多社会力量参与古树名木资源的保
护工作，各地也可以因势利导，将古
树名木的保护与文旅事业进行衔
接，开发出更多以古树名木为主题
的景点，以丰富生态旅游资源，唤起
更多人的“绿色乡愁”记忆，在保护
性开发中推动呵护古树名木工作做
得更好。 （小谢）

旅游业是“供给幸福”的产业

黄韵诗/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