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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经济是民生维艰的直接体现 切勿过度追捧

       “地摊经济”必将
成为 2020 年度最热词之
一。如今，朋友间见面，
甚至微信聊天都不再像
以前那样问候“吃了么？
最近怎么样？”取而代
之的是：“你今天摆摊
了么？”
       在这种政策红利的
支持下，地摊经济、小
店经济一夜之间成为创
业新风口。以往让各地
城市管理最棘手和头疼
的“地摊经济”，一时
间化作“烟火气儿”火
遍大江南北，红遍网络。
城管与小贩儿之间曾经
频频上演的“猫鼠游戏”，
如今也变成了“城管喊
你来摆摊”。
       国家目前鼓励“摆地
摊”，只是发出一个信
号，明确一个政策，是
给活跃市场经济、重现
人间烟火气一个指引，
是给那些需要和乐意摆
地摊的人一颗“定心丸”，
也是给那些没有多少文
化，不懂互联网经济的
普通老百姓，给那些靠
卖炒米粉、卖串串、卖
烧饼的底层群众一个渡
过难关的机会，一条看
起来尚且可行的生路。
       在我看来，现在摆地
摊的大致有两种人，一
种是当社交玩，开着宾
利宝马等豪车摆地摊的
那种。别以为那车是摆
地摊挣的，那是先有车，
然后可能无聊来玩蹭热
度的。另一种，是真正
无奈的选择，为有口饭
吃，那叫生计。
       时代发展到今天，指
望摆地摊发财致富，是
几无可能的。说到底，
这只是给过去那些以摆
摊为生的老百姓和商贩
一个“名分”，给大批

失业人员多一点谋生的
机会，让他们暂时能够
有一些收入养家糊口。
毕竟疫情所致，积蓄少
的底层群众实在是捉襟
见肘，度日艰难。
       其实，从经济社会发
展规律来看，现在谈论
这个地摊经济主要还是
新鲜感，过一段时间热
度肯定会降。热劲过去，
剩下的恐怕只有身心的
瘫软无力和无奈的一声
叹息。
       网上有人说过：“没
摆过地摊，不足谈人生”。
是的，摆地摊的确可以
让你更好的理解这个世
界，品尝一下商业的味
道。但是我们要清醒的
认识到，这个时候提倡
摆地摊，是民生维艰的
最直接体现。摆地摊，
摆的是生活的态度，而
不是情怀。除非万不得
已，千万别把它当成谋
生的手段。
       “第一天摆摊，旁边
是个卖奶茶的，我没开
单，他开了两单。上午
一单下午一单，都是我
买的。”这是网上一位
自称摆摊者的“摆摊日
记”。他说的这种情况
代表不了全部，但起码
也说明了摆地摊赚钱并
没有那么容易，地摊的
烟火气儿也没有看上去
那么美。我们的眼睛也
许只看到他们往口袋里
塞钱，却没有看到他们
背后的辛酸。
       抛开有些媒体的鼓
吹宣传，摆地摊它究竟
能不能赚钱呢？网上有
这样一种声音：“地摊
经济的主体是底层穷人，
无论是摆摊的还是逛地
摊购物的，几乎都是穷
人！很少会见到有钱人

去摆地摊，更不会有几
个有钱人去地摊买东西，
通过这个逻辑，你想想
摆地摊挣大钱，可能
吗？”
       没有哪一种苦难值
得歌颂，若有遮风避雨
的门店可经营，若有用
度无虞的收入，谁愿意
去摆地摊？多数地摊经
营者，都是生活所迫，
都是无路可走了。但凡
有点其他办法，就不会
再琢磨摆地摊的事了。
所以，不管媒体如何鼓
吹，不管那些日入过万
者的事例如何励志，有
不少一部分人还是选择
认同“对于地摊经济，
真的没有必要过度美化，
那是无路可走的最后选
择。”
       愚以为，在今年特殊
的经济大环境下，政府
松绑推动地摊经济的目
的，就是为了缓解持续
紧张的经济形势和就业
形势，是在非常时期，
鼓励全民自救的一种方
式。但并不意味地摊经
济能解决当下的一切问
题。将“摆地摊”与“高
收入”直接划上等号，
大肆炒作“干大排档每
天能挣三万，赶快上车
吧”，营造过分繁荣的
假象，将大众引向地摊
经济，那其他行业还要
不要了？工厂还开不开
了？制造业、实业还要
不要了？
       再者，一味鼓励群
众摆地摊就业，也存在
激化社会矛盾的潜在风
险。如果舆论利用政策
和政府的公信力，将一
些不明所以的群众引去
摆地摊，挣了钱还好说，
万一没挣着钱，到时候
势必有人要怪罪于政府

失策，导致政府公信力
下降。
       不过，每个群体所处
的角度不同，对“地摊
经济”的解读也就不同，
每个时代都能成就一批
人，也能淘汰一批人，
凡事适合自己的才是最
好的谋生之道。因此，
千万不能看着别人去摆
摊赚了点钱，头脑一热，
跟风就上，随波逐流。
       从古到今，地摊经济
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
显而易见的。在当前，
它确实可以解决一部分
人的生存问题，还能解
决很多互联网做不到的
事情，尤其是涉及线下
服务类的行业，比较手
机贴个膜换个屏之类的，
买个针头线脑救救急，
晚上弄台打印机替人打
打卷子之类的。
       存在即是合理。只有
允许才会有发展，谁知
道地摊经济将来会发展
成什么样子呢？有专家
表示，政府如今鼓励摆
地摊，实质是在间接降
费降税，老百姓能摆地
摊，就是享受了无费无
税的红利。但是从另一
层面上讲，它只是对疫
情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的
一种救济。中国真正的
经济发展需要消费拉动，
那么要消费就得百姓手
里有钱，百姓手头富足
了，钱袋子鼓了，就自
然敢消费了。
       同时，国家也需要出
台新商业消费模式让老
百姓参与消费，就像各
地陆续发放的消费券等
等措施，从而达到敢消
费、愿消费、能消费的
常态。如此，中国经济
发展才会持续平稳发展
下去。

       事实上，在地摊经济
大火的同时，除了一些
质疑可不可行、合不合
理的声音之外，另一方
面，人们对于地摊经济
在发展过程中的“副作
用”也表现出了担忧。
推动地摊经济难免会引
发一些城市管理难题，
如食品安全，环境卫生
与污染，交通阻塞、噪
音扰民、商品质量安全
无保障、社会治安、偷
税漏税以及对市场租赁
收入的冲击等等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有
专家表示，放开地摊经
济不等于放开责任，不
等于放弃法律，针对食
品安全、环境污染等关
系民众切身利益方面，
城市执法部门要做到有
举报必调查，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但同时要避
免出现矫枉过正、一刀
切的情况。“允许摆摊，
但不能乱摆，建立新型
和谐共赢的地摊经济秩
序。”
       对于地摊经济，我们
不能全盘否定，但也不
能“全家总动员”，更
无需社会总动员。地摊
经济不可能适用于所有
人，摆地摊虽然门槛低，
但也是有风险的，不要
看见别人能挣钱，就脑
子犯晕一头扎进去，忙
活半天钱没挣到，反成
了被人宰割的“韭菜”。
       比较明智的做法就
是，根据个人实际情况，
视势而动，量力而行，
理性摆摊、个性摆摊，
带着营销思维摆摊，方
能在“地摊经济”的大
潮中争得一席之地，分
得一杯羹。

█首席评论员 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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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布法官家属名单首要意义在监督
      近日，江苏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发布公告，
公示了 16 位法官从事法
律服务工作的亲属名单。
公告称，16 位法官郑重
做出承诺，在其担任员
额制法官及院领导期间，
其配偶、子女及父母一
律不得在无锡范围内从
事有偿法律服务，如有
违反从严查处，追究相
应责任。
      此事曝出后，很多人
表示赞许，但也有不少
人质疑，其中最典型的
质疑声就是，发布这样
的名单，无异于给这些
律师“打广告”。但仔
细推敲无锡中院发布公
告的初衷，其实大可不
必担忧。

      今年 4 月 17 日，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最新的
《关于对配偶父母子女
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
导干部和审判执行人员
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
规定中提出，人民法院
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
等亲属具有律师身份的，
该工作人员应当主动向
所在人民法院组织（人
事）部门报告。相关亲
属在所任职人民法院辖
区内提供有偿法律服务
的，法院工作人员应当
实行任职回避。
      而无锡中院发布公
告，与这份规定相呼应，
目标是推动任职回避，
维护司法廉洁，从源头
消除可能影响案件公正

判决的人事因素，消除
人民群众对法官办“人
情案”、“关系案”的
担心。其既保障了公民
的知情权，也强化了公
民的监督权。
      在名单公布后，不排
除某些别有用心的诉讼
掮客、或者心存侥幸的
当事人，会对着名单动
起“歪脑筋”、萌生“坏
念头”。但这份公告中
做的是最低限度的公示，
这有助于避免名单成“揽
业务指南”。更何况，
考虑到此次公示的意图，
找法官家属代理案件，
以期疏通关系，很可能
事与愿违。
      法官及法官亲属都不
是生存在真空当中，他

们与具体案件都有可能
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
而这份公告的首要意义
就在于监督——通过公
开透明的方式，在法官
和律师之间设置一道“物
理隔离屏障”，让大家
知道法官亲属从事法律
服务的职业存在，进而
构建出一种全社会属性
的监督体系。
      民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在任职回避的社会
监督体系下，公布了这
份法官亲属名单后，一
旦有法官亲属违规接案
或隐名代理，被发现被
举报的概率也更大。相
应地，相关法官也会被
重点监督——若出现应
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

形，他们面临的很可能
是批评教育、诫勉等组
织处理或者处分。这也
能够倒逼法官与家属保
持足够的职务距离，至
少利用人事关系插手案
件的难度和成本提高了。
      在这个意义上，无锡
中院的做法，扩大了外
部监督范围，比很多法
院先行一步，理应被肯
定。针对“打广告”的
质疑，不能完全说是“杞
人忧天”，但用不着放大，
更不用臆断先行地进行
恶猜。若以此去否定指
向任职回避制度完善的
努力，那更是大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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