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通市城镇便民摊点设置和管理 

工作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满足和方便城镇居民生活需求，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

规范便民疏导摊点的经营秩序，在服务民生保障的同时提升

城市管理水平，按照“疏堵结合”的管理原则，结合实际，

制定我市城镇便民摊点设置和管理工作指导意见。 

一、合理选址，科学设置区域点位 

各地城区和乡镇（街）应根据地域实际和商业服务网点

布局，综合流动摊点集中、多发区域分布情况，设置便民服

务摊点疏导区，确保设置区域点位的科学性、可行性和便民

性。避免辖区多片、多点以及不同时段、季节各类流动摊点

积聚，影响城镇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市容市貌。 

（一）优先考虑在自然形成流动摊点区域附近适当设置；

在不承担主要交通功能的支路外侧、背街后巷、小区相对集

中的居住区周边休闲、闲置地块或区域设置。 

（二）结合专门市场销售经营实际，严格限定摊点经营

服务业态和商品种类，合理限定经营时段。自产自销的农副

产品可在市场指定或政府批准的临时疏导区域售卖。 

（三）充分考量环境污染、车辆停放、噪音扰民等因素，

结合食品、消防、交通安全管理等要求，组织现场勘察论证，

确保居民购买安全、便捷。结合场内摊位及疏导面积，配套

建设临时停车场，确保车辆停放有序。 



（四）建立区域点位审核和调整机制，确保管理要求、

市场需求和区域点位设置相统一。同时充分考虑公平竞争和

市场发展，减少矛盾和利益冲突。  

（五）下列区域不得设置便民摊点： 

1、学校、医院、政府机关单位内部及周边控制地带（按

相关规定明确） ； 

2、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的责任区管理区域； 

3、承担主要交通功能的城区、镇区道路； 

4、人群集中且物流、车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 

5、辖区重要单位出入口、消防通道、盲道等可能影响

安全、环保、交通的地方。 

6、其他不宜设置的区域。 

县（市）区城管执法局、街镇综合执法局各自牵头负责

管辖区域摊点设置的勘察和选址工作，选址应当听取周边居

民群众、相邻单位的意见，会同公安、住建、市政、自然资

源和规划、卫健委、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有关职能部门进

行联合审查，并报同级政府批准。设置点位应当向社会公示、

公布。 

二、有序管理，提升保障服务水平 

按照有序疏导、规范经营、服务民生的要求，各级城管

部门要厚植为民情怀，推出务实举措，提高服务水平，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体的民生需求，更好展现城管部

门的大局观。 

（一）城区要优先安排低收入、下岗人员群体灵活就业，

合理安排小商品、节日饰品、季节物品、文化用品、花鸟古



玩类销售摊位；乡（镇）要优先安排自产自销农副产品、季

节性瓜果蔬菜、鲜活产品（不含家禽家畜）的销售摊位。 

（二）对自然形成且长期从事非机动车修理、修锁配钥

匙、修鞋修伞修拉链、衣物织补的传统小修理摊点，宜实行

经营者标识、设施的相对一致；条件允许的，属地街镇可以

统一设置便民修理服务亭予以相对固定和点位安置。 

（三）划定设置的区域点位应设置临时便民服务疏导点

的标志、标识，并在醒目位置设置告示牌，标明经营时间、

地点范围、经营范围、申请方式、管理责任人及联系方式。 

（四）进入集中区域点位的摊点经营商户应向属地街镇

或政府指定的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核通过后，方可

入场从事经营活动。自产自销农副产品的经营者应当由街道

社区共同确定，进入场内经营实行绿色通道。 

（五）不得将摊点疏导场地承租让给社会单位管理或发

包、拍卖获取利益；任何部门不得擅自收取摊位管理费用。 

（六）经营活动应控制在划定的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

中任何人不得侵占或破坏绿化带，不得破坏市政设施。严禁

使用煤气罐或产生油烟污染的露天烧烤摊点入场经营。 

（七）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联动，强化现场管理，做

好食品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特殊节日和季节，可在摊点经营活动时间段提请公安部门实

行临时交通管制等措施，确保经营安全和交通安全。 

三、明确责任，切实减少环境影响 

各地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部门要合理增配管理和保洁力

量，加密保洁频次，及时跟进疏导区域的秩序和卫生保障，



确保摊点疏导区域的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常态化，防止出现区

域点位环境“脏乱差”。 

（一）强化宣传引导，主管部门或管理单位要与经营户

签订临时服务协议，明确责任和义务。集中区域应配有专门

的环卫管理人员，佩戴环境监督员标志，巡查监督经营户履

行市容环卫管理责任情况。 

（二）经营期间，经营户要做到摊位环境卫生的整洁，

及时收集产生的垃圾。从事食品销售的，必须将餐厨垃圾、

污水倒入指定的垃圾分类容器内，防止地面道路污染。 

（三）辖区环卫保洁责任单位要根据划定区域摊位的情

况，科学合理配备垃圾桶数量，对经营活动产生的垃圾实行

日产日清。在人流密集区域，可配置移动厕所等环卫设施。 

（四）便民摊点经营者不得经营有毒有害、假冒伪劣等

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商品，不得擅自改变位置及面积，不得

随意张挂、乱拉飞线、乱搭乱建，不得乱设广告标牌。 

四、强化监管，实现市容繁荣双赢 

各地城管部门或属地街镇应按照容错纠错、审慎包容相

关原则要求，对经营商户、流动摊贩不规范行为，注重现场

指导服务，发挥引导纠正的前置作用，提高管控效果。执法

管理不得简单粗暴、以罚代管，不得违规执法，野蛮执法。 

（一）建立便民疏导点的值班值守和巡查管理机制，及

时处置现场问题。协同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对区域内的食

品、消防、交通安全隐患问题的排查整改。公示政府部门举

报电话，接受经营者的咨询和举报。 

（二）各地要根据划定区域经营活动摊点、商户信息，



建立记录经营动态工作台账，及时了解疏导服务情况和存在

问题，做好宣传引导和现场矛盾化解工作，指导场内经营者

依法守规经营。 

（三）强化民生保障服务理念，倡导“三告知”柔性执

法，对一般性违规行为第一次发放提醒告知书并予以指导帮

助；第二次发放警示告知书并予以提醒整改；第三次发放违

法行为告知书并予以容错纠错，切实提高摊点监管服务工作

实效。对划定区域内多次违规的经营户应取消入场经营资格。 

（四）非划定区域的流动摊点、露天烧烤、占道经营等

违法行为，严格按照国务院《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和江

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查处。对符合入点经

营条件的流动摊贩，应当及时引导并帮助其就近入点经营。 

（五）因城镇建设需要拆除、搬迁或调整便民摊点的，

应当提前告知相关经营户，并做好调整疏散等善后工作，经

营者应当无条件服从统一安排。 

各县（市）区应当根据指导意见，结合辖区管理实际，

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强化对乡镇的便民摊点疏导工作的监

督指导。 

上级城市管理部门和同级政府要加强对城镇便民疏导

点设置和管理情况的动态评估，定期通报存在问题，检查结

果纳入对辖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测评内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