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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店铺外摆凸显城市治理温度编辑部：
记者最近在地方采访时发现，一

些城市临街商铺开展外摆经营的情况

明显增多。日前，以杭州为代表的浙

江多个城市放宽店铺外摆政策，因地

制宜支持商贸经营主体利用自有场地

外摆促销，支持临街商铺开展外摆经

营，并协调解决外摆集中区停车难问

题。这些举措凸显城市治理的温度与

精度，让“烟火气”升腾、市集更热闹，

进一步激活了消费市场。

记者注意到，浙江放宽外摆，并非

“地摊经济”的低层次回归，而是对新

经济形态融入城市肌理的一种探索实

践。以杭州传统街区吴山广场为例，

“外摆新政”实施后，吴山广场附近街

区实现迭代升级，许多充满数字科技、

市井烟火气、沉浸式文旅及原创品牌

的新潮店铺落地。走在石板路上，人

们吃着带有麦香与炭火气息的路边

摊，欣赏 AR 技术投影出的宋韵水墨

画。“烟火气”与“潮生活”交织，市民和

外地游客纷纷前来“打卡”。对于商业

外摆，浙江提供精准政策支持，激发商

家们“摆”出新意、“摆”对内容，形成独

特的消费场景，为放大线下消费开辟

了新路径。

当然，放宽店铺外摆，不应是刺

激消费的“急就章”，不能简单停留

在放开或放宽的层次上，还要有长远

谋划。比如，可针对城市文化禀赋和

特色景观，充分利用外摆区空间搭建

星空棚、露营区等，打造以地方美

食、民生夜市等为主题的品牌集市，

充分营造体验式消费氛围，不断推动

各类商圈提颜值、聚人气、添活力。

放宽店铺外摆，具有重要的经济

价值。城市公共空间不仅具有物理属

性，更是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对于

商铺经营者来说，放宽外摆后，可联动

室内室外经营空间，通过延长消费者

停留时间、增强场景体验感等，创造出

“空间溢价”。从资源配置角度看，通

过“潮汐型”“便民型”摊位设置，可实现公共空间的时间维度

再分配，盘活闲置空间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

放宽店铺外摆，考验治理智慧。此前，一些地方的监管过

于严苛，对摆摊设点“光踩刹车”“只设路障”；一些地方又过于

宽松、听之任之，最终影响城市形象。如何跳出“一管就死，一

放就乱”的怪圈？治理理念的转变是关键。只有打破传统“以

罚代管”模式，将治理重心从“禁止外摆”转向“规范引导”，将

外摆审批权限下放，使审批效率和商户合规经营率同步提升，

实现从“堵”到“疏”的转变。当前，不少城市管理部门积极推

进“首违不罚”，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构建法治营商暖环境。在

柔性执法中包容审慎，在包容审慎中柔性执法，才能更好实现

城市市容和市场繁荣相兼容。

记者柳文于杭州
2025 年 4 月 15 日

日前，环武夷山国家公园 1 号风景道骑

行活动在福建南平武夷山市举行，200 余名

骑行爱好者穿梭于青山绿水间，途经茶旅小

镇、燕子窠生态茶园等地，在运动中感受“茶

香山水”的独特魅力。

这场融合“体育+文旅+生态”的创新实

践，生动展现了南平市深化“两山”转化理

念、培育文旅新质生产力的积极探索。近年

来，南平市以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

建设为重要抓手，着力构建“大武夷文化旅

游圈”，持续擦亮“大武夷”文旅品牌，推动实

现遗产保护出彩、文化传承出新、文旅融合

出圈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拓展“国家公园+”

春日的武夷山，是一幅徐徐展开的丹青

长卷。沿着天游峰的石阶拾级而上，恍若漫

步于立体的山水画廊。九曲溪如玉带般蜿蜒

流淌，在赤壁丹崖间勾勒出柔美的曲线，碧

水与赭石相映成趣，构成一幅流动的画卷。

“武夷山景区是全国唯一既是世界文化

与自然遗产地，又是中国首批国家公园的景

区。”武夷山文旅集团副总经理陈实雄介绍，

武夷山景区的定位是一个集自然风光、历史

文化、旅游休闲、科普宣教为一体的综合性

景区，聚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和“福

建会客厅”，更好地展现文旅发展的新内涵。

作为南平市文旅经济的“黄金支点”，武

夷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个以生态为基

底、文化为灵魂、产业为脉络的综合性发展

平台。南平市创新性地构建了“1+3+3+N”

特色旅游产品体系，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核

心引擎，开创了国家公园多元体验新模式。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创新举措包括：精心打造

武夷山国家公园 1 号风景道、崇阳溪漫游道

等特色线路，构建“自驾+骑行+徒步”三维

立体游览系统。

在总面积达 4252 平方公里的环武夷山

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中，武夷山国家公园

1 号风景道犹如一条“流动的风景线”，将散

落的明珠串联成链。这条全长 251 公里的

生态廊道，蜿蜒穿行于武夷山市和建阳区的

11 个乡镇、40 个村落，巧妙串联起近 60 处特

色景点。这条风景道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旅

游发展的完美融合，传统民居变身特色民

宿，农家乐升级为文化体验馆，当地居民在

家门口就能吃上“生态饭”“旅游饭”。

深挖文化底蕴

3 月 22 日，以“文明互鉴与现代化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为主题的第

二届武夷论坛在武夷山市举办。“南平历史

悠久、人文厚重，闽北大地文源深、文脉广、

文气足，是朱子文化、闽越文化、武夷茶文

化、宋慈法律文化的发源地。”南平市委书记

袁超洪表示。

近年来，南平市通过系统整合文化资

源，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立足武夷山国家公园世界双遗产地

优势，南平市创新推出国家公园探秘之旅、

寻茶之旅、朱子文化研学之旅三大主题精品

游线路——串联龙川大峡谷、青龙大瀑布、

桐木关古驿道等生态秘境，打造“天然氧吧

科考走廊”；整合万里茶道起点下梅村、燕子

窠生态茶园等茶文化节点，构建“千年茶韵

体验带”；依托考亭书院、五夫古镇等文化遗

存，绘就“理学溯源问道之路”。

周日的阳光洒在武夷山国家公园 1 号

风景道上，记者驱车穿行其间，转过几道青

翠的山弯，一片绿意盎然的生态茶园豁然眼

前。这里是茶香径的游玩点之一——大坪

洲生态茶园，这不是普通的茶园，而是一座

“会呼吸的生态博物馆”。游客漫步其中，不

仅能近距离观察有机茶的种植奥秘，还能在

茶驿站小憩品茗，或登上观景台，将远山近

水与万亩茶园尽收眼底。这条 15.5 公里的

滨水茶香径，串联起燕子窠、星村、黄村等茶

旅胜地。

茶香径是武夷山市精心打造的生态文旅

新名片。武夷山市2025年全年首先锁定总投

资19.52亿元的10个省、市重点文旅项目。

3 月 31 日，武夷山首个大型新茶饮项

目——香江云茶兴开园。该项目将茶产业

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具有武夷山特色

的茶旅产品和线路。

坐落于浦城县梦笔山与西岩山之间的

范迪安美术馆，选址于“梦笔生花”这一千古

文坛佳话的诞生地，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以南宋理

学大家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

徘徊”的经典诗句为灵感源泉，巧妙构思出

美术馆的整体规划理念。

浦城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毛灵锋介绍，自开馆以来，美术馆充分

发挥公共文化平台作用，通过策划举办精品

展览、学术讲座、艺术研讨会、创作采风等多

元化活动，深度整合地方文化、教育、旅游等

优质资源。开馆至今已累计接待观众 50 万

人次、团队 2900 余个。

南平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书香气

息 ，吸 引 了 福 州 长 乐 一 中 1040 名 师 生 前

来研学。“这次研学将南平的文化资源进行

了系统性串联，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长

乐一中研学负责人郑航如表示，这种高品质

的研学体验，让学生们对传统文化有了全

新的认知。

武夷旅游集团总经理许周妹说，福建武

夷旅游集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面融入

“环带”建设，聚合全南平之力，以“全市一盘

棋”的姿态创新推出“1+N”大武夷研学体

系，推动优质文旅产业资源串珠成链、连线

成片，推动闽北文化传播和绿色产业发展。

引入新兴技术

“通过系统我们可以了解到，目前主景

点天游峰的游客人数，当游客接近饱和时，

系统会发出预警，工作人员便会采取措施。”

武夷山国家公园智慧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

官惠秀指着大屏幕说，电子屏上清晰地展示

着实时数据：今日累计入园人数、各检票口

实时流量、各景点当前游客量等。据了解，

这样的智能显示屏不仅设置在智慧管理中

心，还分布在景区各服务中心及主要景点的

接驳车站，为游客疏导和景区管理提供了有

力的数据支撑。

陈实雄介绍，武夷山主景区已实现智慧

旅游体系全覆盖。近年来，景区投入运营100

辆新能源观光车，率先完成全域观光车辆新

能源化升级。同时，景区创新引入车辆智能

安全监控系统，集成车辆智能调度、候车人数

实时监测、候车时长精准预测、自动定位报

站、驾驶员行为安全分析等多项功能。

为推进南平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

资源整合力度，目前大武夷数字文旅综合服

务平台正加速建设。“我们以整合大武夷全

域文旅资源为目标，创新构建具有地方特色

的‘1314’数字文旅服务体系。”福建武夷旅

游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李江畅介绍，

“这套体系通过‘一个智能平台、三大应用场

景、一码通服务、四大数据中心’的数字化架

构，实现文旅产业全链条升级，打造智慧文

旅新标杆”。

该平台深度融合智慧票务、景区酒店管

理、文旅码系统、信用积分等核心功能模块，

正加速构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的

权益卡生态体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平台

率先引入 DeepSeek 大模型技术，开发了 AI

智能导览、游客画像分析等创新应用，为游

客提供“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服务体验。

以 DeepSeek 大模型为技术底座打造 AI

智能服务中台，通过小程序矩阵实现服务

“一键触达”，建立全域文旅数据资产中心，

创新“线上+线下”融合体验场景⋯⋯这种

“科技+文旅”的创新实践，不仅提升了游客

的智能化体验，更重塑了文旅产业的服务模

式和管理效能。

“接下来，我们将积极探索 AI 技术与旅

游服务的深度融合，逐步引进登山辅助、无

人驾驶车辆、电子狗等，为游客打造全方位、

沉浸式的智能游览体验。”陈实雄说。

□ 本报记者 薛志伟

福建南平 文化出新文旅出圈

湖北出台保障重大项目用地措施
本报记者 董庆森 柳 洁

今年以来，湖北省自然资源厅着眼稳增长、促

发展目标，细化责任分工，完善制度机制，着力提高

要素保障效率，助力全省支点建设。截至目前，该

省已批准建设用地面积 6.58万亩，同比增长 8.05%。

据介绍，湖北省自然资源厅日前印发《加强自

然资源要素保障 全力服务支点建设若干措施》，

出台 28 条措施，从科学布局国土空间规划、精准配

置自然资源、及时保障重大项目落地、创新产业用

地政策、优化房地产用地政策、积极盘活低效存量

用地、持续完善“两上四服务”（上门对接、向上争

取、主动服务、热情服务、精准服务、高效服务）工

作机制等 7 个方面对重大项目用地“应保尽保”。

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吴祖云表示，对纳入

湖北省政府重大项目用地清单的单独选址项目、

“51020”现代产业集群（5 个万亿元级支柱产业、10

个五千亿元级优势产业、20 个千亿元级特色产业

集群）、“两重”“两新”类重大产业项目，省级直接

配置用地计划，确保不因用地计划指标问题影响

项目用地。

在精准配置自然资源要素方面，《措施》支持

全域国土综合整治类、生态修复类增减挂钩项目

产生的节余指标在省域内流转，流转所得收益全

额返还项目所在地方。各类实施主体将非耕地开

垦或恢复为稳定耕地，质量达标的均可作为补充

耕地指标。

《措施》还持续创新产业用地政策。支持产

业、住宅、商业等不同用途、面积和位置邻近的地

块组合打包供应，工业用地中可兼容仓储、物流、

研发、办公、商业、生活等用途，地表 6 米以下且超

过地下二层的可免收土地价款；允许房地产开发

企业 1 年内分期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特殊项目可以

2 年内缴清，首次缴纳比例不低于 50%。

吴祖云说，湖北近期将全面完成市、县两级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审批，科学适时开展城镇开发边

界优化调整，最大限度保障重大基础设施、民生保

障工程和重大产业项目用地需求。

山东东营经开区大力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精 打 细 算 实 现 变 废 为 宝
本报记者 王金虎

近日，山东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华泰化工集

团副总经理杨鹏昆，拿到了山东省关于华泰化工

25 万吨工业废盐资源化利用项目批复的窗口指导

意见，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作为一家氯碱

化工企业，华泰化工每年会产生近 20 万吨工业废

盐，厂区里堆积如山的“废品”，如今成为了一座亟

待开发的金矿。

近年来，东营经开区大力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协同，推动固废“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为了更好实现资源化循环利用，

华泰化工自主研发高温催化氧化处理技术，可将

工业废盐变废为宝。然而，这样一个好项目却一

度陷入停滞。

“市场前景很好，就是因为我们有市场、有技

术，但是这个项目缺少碳排放的要素指标，迟迟无

法上马，只能干着急。”杨鹏昆说。

东营经开区闻讯后，立即在全区范围内寻找

碳排放指标，最终把目光瞄准了正在开发的地热

资源。据悉，作为清洁能源的地热资源，经省级生

态环境部门审核认定后，其释放出的碳排放指标，

可以用于工业项目的置换。

“按照 1∶1.1 的比例，我们为华泰化工这个项

目寻求到 42 万吨碳排放量的替代指标。在省相关

部门的指导下，不到 2 个月就拿到了窗口指导的批

复文件。”东营经开区经济发展部发改工作方向负

责人周志伟说。

东营经开区探索的新方法、新路径，画出“变

废为宝”的闭环。来到东营经开区的龙津节能科

技有限公司废旧叶片资源回收利用车间，只见机

器轰鸣声中，几十米、上百米的庞然大物，经过分

割、粉碎、筛分、挤出、冷却等十数道工序后，摇身

一变成为一块块长约 2 米、宽约 1 米的板材。

据悉，风力发电机巨大的叶片，长达上百米、重

达数十吨，主要成分为热固性复合材料，造价高昂

且难以回收利用。随着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废弃

风电叶片的回收与无害化处理成为世界性难题。

该公司总经理张国鹏告诉记者，制造叶片的

复合材料极其坚固，且具有耐高温、耐腐蚀等特

性，回收利用难度非常大，破碎填埋、焚烧处理是

国内外普遍做法，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也造成环

境污染。“我们建设完成了国内唯一一条退役叶片

制备填充母料的产线，1 万吨废旧叶片经过自主研

发的工艺处理，加入其他材料合成后，可产出 3 万

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模板，这种模板可替代传统

木模板，周转次数高、单位成本低，被广泛应用于

建筑行业，实现了废弃风机叶片循环再利用，补齐

了风电产业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最后一环。”

看似无用的废物，置于另一个循环中就是有

用的“宝贝”，固废处理市场有着巨大发展空间。

“吃”进去的是废渣，“吐”出来的是铂、钯、铑等贵

金属，这些都发生在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贵研资

源环保科技（东营）有限公司贵金属二次资源绿色

循环利用基地项目中。

走进该项目基地，新建成的车间里，内部装

修、设备进场安装均已完成，工人们正紧张进行设

备调试，为 4 月份投产做好充分准备。

“该项目作为稀土催化产业链关键节点项目，

致力于打造北方地区最大的贵金属循环利用基

地。”东凯新材料（空港）产业园有限公司总经理魏

建民说。

东营是全国最大的石油炼化集聚区，每年产

生的失效贵金属催化剂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项

目实施可实现石油化工失效催化剂的就地循环利

用，实现“变废为宝”。该项目预计贵金属回收率

可达 98.5%以上，产品纯度达 99.95%以上，关键技

术指标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本版编辑 周颖一 覃皓珺 美 编 高 妍

武夷山市星村镇燕子窠生态茶园里，盛放的樱花点缀着茶园。 蔡素华摄（中经视觉）

4 月 13 日，甘肃省甘州区洪信村蔬菜基地，村民正在管护小拱棚蔬菜。近年来，当地依

托区位优势，大力提升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进程，蔬菜种植面积达 42 万亩。

杨永伟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