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茂名日报全媒体报道，自“以旧
换新”政府补贴活动启动以来，我市消
费市场持续升温，“趁机换新”已成为
居民群众日常闲聊的热门话题。

以旧换新政策不仅激发了消费
新活力，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
通过为消费者提供利好优惠，激发消
费者的购买欲望，从而推动了消费市
场的蓬勃发展。消费作为连接宏观
经济与千家万户的桥梁，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当前，我国消费市场正由

“增量时代”向“增量和存量并重时
代”转变，消费力疲软、产品库存压力
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以旧换
新政策通过带动有效需求，促进了供
给侧的创新，推出了更多智能化、绿

色化、个性化的新产品。
在政策的推动下，许多企业感受

到了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纷
纷采取措施加入其中，在满足市场需
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家电等行业的扩
张与发展。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
需求，以旧换新政策还体现了消费转
型升级的导向。例如，家电补贴政策
明确了能效标准，仅对购买 2 级及以
上能效产品的个人消费者给予补贴；
新能源汽车相比燃油车的补贴力度
更大，促进了老旧燃油车的置换。这
些政策的引导不仅带动了相关制造
业的销售增长，也促进了先进产能比
重的持续提升。

此外，以旧换新政策还推动了绿

色低碳经济和节约型发展理念的普
及。绿色环保低碳已成为当今时代高
质量发展的潮流。通过推动绿色产品
成为消费之需、发展之要，以旧换新政
策为绿色发展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时，鼓励个人消费者和企业举报非
法拆解废家电行为，也促进了家电废
弃物的精细管理、有效回收和高效利
用，减少了环境污染，为高质量发展奠
定了绿色低碳的基础。

我市各地在鼓励和推动消费品
以旧换新的过程中，正不断优化政策
以适应市场规律、满足消费者需求。
相信随着政策的深入实施，将进一步
释放我市内需活力，挖掘和激发经济
发展新动力。

以旧换新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
王平生（电白）

最近我浏览新闻发现，不
少城市都出现了“拉链路”的
现象。内陆某城市的网友戏
称：“这路才修好没几天，怎么
又开挖了？”我们的出行道路
变成了“拉链路”，初看觉得新
奇，于是我深入探究了一下

“拉链路”的由来。
所谓“拉链路”，就是那些

反复被“开膛破肚”、长期“缝
缝补补”的城市道路。近年
来，随着城市更新步伐的加快
和各地排污防洪需求的增加，
城市道路施工遍地开花，呈现
出一派繁忙的景象。然而，这
也使得城市“疤痕”在一次次
痊愈与复发中循环往复。客
观地说，地下管线是城市的重
要基础设施，也是保障市民日
常 生 活 正 常 运 转 的 必 要 条
件。因此，市民们愿意忍受一
时的不便，以换取长久的便
利。但是，有些地方刚埋好
土、铺好水泥，就又开挖的现
象，确实给不少市民带来了困
扰，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
费。这种劳民伤财的行为，不
禁让人追问：“拉链路”的症结
何在？为何屡禁不止？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首先，不同施工单位之间缺乏
统筹协调，各自为政，缺乏全局
观念。城市地下管网分属水
务、城管、燃气、电信等多个部
门管理，如果各方对建设计划、
工程实施、运行维护等缺乏长
远规划和统一规划，就无法实
现数据的整合共享。其次，城
市管线精细化管理水平较低。
我国目前约70%的城市地下管
线没有系统的基础性城建档案
资料，部分管网数据不完整、权
属不清晰，导致城市更新只能
逐年分步推进实施。此外，受

限于资金、计划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的施工单位难以确保同时
开工，这也加剧了“拉链路”的
产生。一年四季，这种扰民现
象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着。

莫让“拉链路”成为一种
流行的“城市病”。近年来，中
央和地方都在努力做实城市
的“里子”，推出了很多创新性
举措。住建部起草完成了《城
镇地下管线管理条例》，从地
下管线管理体制机制、规划建
设、应急防灾等方面进行制度
设计，为相关工作提供了法律
依据。多部委也联合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地下管
线 建 设 管 理 有 关 工 作 的 通
知》，指导各地全面查清城市
范围内的地下管线现状，规范
地下管线的建设和维护。深
圳市更是上线了道路挖掘计
划管理系统，推出“道路挖掘
计划一张图”功能，以期最大
程度减少施工对市民的干扰。

城市地下管网治理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
广 、波 及 单 位 多 、影 响 范 围
大。只有加强和创新管网治
理模式，多措并举推出更多实
招硬招，才能有效减少地下管
线“形似蜘蛛网”、地上施工

“你方挖罢我登场”的乱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决定》也明确提出，要建立可
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
法规，加强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和老旧管线改造升级，深化城
市安全韧性提升行动。

其实，防止城市“拉链路”
的产生，世界各国都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并积累了不少治理
经验。法国、德国、英国等西
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的山东
青岛市、江西赣州市等地，都

有部分排水排污管道已有百
年历史，至今仍在正常使用。
这些管道的设计之科学、管理
之规范，确实令人叹服，也为
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近年来，我市各级领导对
城市道路管理工作十分重视，
这是有目共睹的。在我们这
个发展迅速但基础设施曾相
对薄弱的城市，如今已经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民的幸
福指数显著提高，这值得点
赞。我市于2019年7月4日发
布了《茂名市城市道路管理规
定》，为提高城市道路管理水
平、保障城市道路完好、发挥
城市道路功能、促进我市经济
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也为“创文巩卫”工作的顺利
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然，近来我市城区不少
街道都在进行开挖埋“管”的
工作，这也让一些市民略有微
词。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
这些现象都是好事。因为本
届政府正在痛下决心，彻底整
治我市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

“水浸街”及排污未达标的顽
疾，同时也在为“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和迎接省运会召开等
巨大工程而努力奋斗。广大
市民应该理解政府的行为，并
给予大力支持。

方向已经明确，行动正在
进行。我相信，随着我市各地
不断聚合部门力量、大力推进
综合管廊建设、抓紧抓好排污
排水工程进度和质量，这些民
生实事好事一定会早日完成。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不久
的将来，我市城乡的道路不仅
会更加畅通无阻，城市也会变
得更加亮丽迷人。我们满怀信
心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加强和创新管网治理，
减少“拉链路”现象

王如晓(市区)

“甩锅”
图/文 陶小莫 杜燕盛

据工人日报报道，有建筑公司将工程
项目分包给劳务公司，不认机械操作手为
自家员工；有运输公司把车辆承包给司机
个人，“人随车走”，试图把劳动关系“撇”出
去……当双方因劳动关系发生争议后，法
院均认定双方构成劳动关系。业务外包、
层层转包、车间转包……部分企业通过这
些方式，试图淡化、模糊劳动关系，达到“甩
锅”目的。这些“套路”实际是规避用工主
体责任，玩这些障眼法，逾越了法律底线，
侵犯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企业应明白，这种“甩锅”行为无法躲
避法律责任。劳动者为企业的发展付出了
辛勤努力，企业就应当依法履行用工责任，
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劳动者也
应增强法律意识，当遇到企业不合理要求
时，勇敢拒绝并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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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茂名日报报道，近期，一场别
开生面的“文体夜市”活动在茂南区
鳌头镇火热上演，活动旨在通过“文
体+产业”的创新模式，为“百千万
工程”注入新的活力，推动茂南区夜
经济的繁荣发展，同时极大地丰富
了乡镇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夜幕降临，鳌头镇飞马桥头广
场的舞台灯光璀璨，一场视听盛宴
悄然拉开序幕。舞台下的观众，或
驻足欣赏，或随着音乐轻轻摇摆，每
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心
灵的交流与碰撞，让人们在忙碌的
生活中找到了一片宁静与欢乐。而
紧邻舞台的飞马夜市，则是另一番
热闹非凡的景象。夜市上，各种特
色小吃、特色农产品、文创产品等展
销摊位一字排开，琳琅满目的商品
让人目不暇接，成为传播地方文化
和促进乡村经济的重要载体。与此
同时，茂南区全民健身运动会混合
拔河比赛也在飞马桥头广场的另一
侧激烈上演。拔河比赛不仅增强了

乡村的凝聚力，也激发了人们参与
体育运动的热情，为乡村的全面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体+”炫亮乡村夜市的做
法，不仅丰富了乡村的夜生活，更
在推动乡村振兴和文化传播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型灯光秀、群
鼓表演、醒狮表演、武术表演、舞
蹈、唱歌、汉服走秀等丰富多彩的
文艺汇演轮番上演，将文化真正送
到了居民群众中去。这些文艺表
演既有传统文化的魅力，又展现了

乡村文化和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令人叹为观止，又点燃了“全民健
身”的热情，让人们在享受文化盛
宴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乡村的蓬勃
生机。

通过“文体夜市”活动引导消
费品的推广与升级。茂南区在“文
体夜市”开展了消费品“以旧换新”
政策宣传及促消费活动，部分汽车
销售商家及家电销售企业带着促
销商品到场进行宣传推广。通过
现场讲解、演示和互动体验，让更

多群众了解了“以旧换新”政策的
实惠与便利，并积极参与其中。许
多市民不仅节省了开支，还体验到
了更先进、更环保的家电产品，为
乡村经济的绿色发展贡献了一份
力量。

在积极实施“百千万工程”的
过程中，组织灯光夜市、全民健身、
惠民演出等活动，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新的动力。在党建引领下，“文
体+产业”的引流优势得到了充分
发挥。夜市经济与民俗文化的深度

融合，不仅让乡村的夜晚更加热闹，
也让乡村的文化内涵得到了进一步
丰富和提升。

我们还需要继续深化“夜市+
民俗文化+数字农田”的融合发展，
加强规范化管理，完善基础设施，提
升服务质量，努力打造独具魅力的
文体夜市品牌。充满活力和创意的
夜市将成为我市的一张亮丽名片，
有效助力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发
展，为“百千万工程”的实施贡献更
多智慧和力量。

点燃“文体夜市”，赋能“百千万工程”
吴征远(高州)

百千万工程·茂名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