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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城市建设与

发展，离不开寻常巷陌里的烟火气的滋养与

浸润。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正是城市最生

动的场景，能提升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城，所以盛民也；民，乃城之本也。”烟

火气是城市生活的本质。在工作、学习、生活

节奏加快的现代社会，钢筋水泥“丛林”会在

无形之中让人感到疏离。而烟火气恰恰可以

打破这种疏离，能让忙碌疲惫的人们寻觅到

惬意感和松弛感。大街小巷的便利餐馆、道

路两旁的商贩摊点等，看似不起眼，却是城

市烟火气的呈现载体，能让城市的温度可触

可感。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需要真正关注

居民的生活体验与情感交流，把烟火气作为

内在核心，将现代摩登建筑与市井生活巧妙

融合，才能真正让城市热气腾腾，充满不竭

的活力。

城市烟火气是城市生活最真实的肌理，

是充满人情味的生活空间，更能拉动城市经

济发展。那些分布在街巷之间的小餐馆、便

利店、杂货店等，不仅方便了居民，更承载着

无数普通人的生计，构成城市经济的“毛细

血管”。比如在杭州，当夕阳西下，夜市便悄

然苏醒，点亮这座古城的另一面，夜市里不

仅有吃、喝、玩、乐、购等摊位，更有杭州独有

的温暖，其中，杭州武林夜市让摩登繁华与

市井烟火并存相融，致力于打造潮经济、青

春经济、夜经济，是杭城最具烟火气的夜市

之一。正是这些城市经济里的“毛细血管”，

促进了居民的灵活就业，拉动了消费增长，

让城市经济的发展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城市氤氲出的烟火气承载着民生温度

与多元活力，然而，守护这份烟火气并非易

事，需要城市管理者用智慧在活力与秩序间

找到平衡。城市管理者必须摒弃“洁癖”意

识，否则只会消解城市的烟火气，让城市发

展缺乏活力。真正的治理智慧在于精准引

导、动态管理、赋能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实

现“美美与共”。当然，在城市规划上，需要给

烟火气的升腾开辟应有的空间，许多城市通

过规划先行，既保障了商贩的生计，又减轻

了城市管理的压力。一些地方还推行商户自

治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模式，实现自我规

范、自我监督。这些精细化的措施，让城市烟

火气既能保生计又能添活力，实现城市发展

与民生保障的双赢。

从北京胡同里的豆汁，到南京老门东的

糖画；从成都街头茶馆里的笑声，到昆明斗

南花市的花香……烟火气蕴藏着城市的历

史记忆，寄托着居民的生活情怀，也蕴藏着

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一座没有烟火气的城

市，就像一个人失去了灵魂一样无趣。因此，

城市建设和发展不仅要注重文化传承与创

新，更要珍视那份升腾起来的烟火气，只有

这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才会成为可知可

感的现实。

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其中，刚柔

并济的治理温度——人情味，是其中的重要方

面。近年来，不少城市采用“柔性执法”进行城市

治理，被群众广泛接受，收到了良好效果。这样的

城市实践证明，好的城市治理不是对法规条文的

简单叠加实施，而是追求刚柔并济的平衡。用制

度的刚性守护公平底线，用人性的温度化解制度

冰冷，两者交织处，构成了城市最动人的人情味。

一方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城市治理的

“刚”，是维护公共利益的压舱石，是保障社会

公平的定盘星。

有的城市对老旧小区“开墙打洞”开店的行

为予以坚决整治，既守住了老街巷的历史风貌，

也堵住了私搭乱建的安全隐患；有的城市对菜

市场的食品实行“零容忍”抽检，让烟火气里多

了一份吃得放心的踏实……这些刚性约束并非

刻意严苛，体现的是“一碗水端平”的公正。城市

的有序运行，离不开“硬碰硬”的规则托底。这种

“刚”，是制度公信力的直接体现，是城市有序运

行的前提，更是对公共利益的坚定守护。

另一方面，规则的生命力，在于对人性的

理解。城市治理的“柔”，不是对原则的退让，而

是对民生需求的精准回应，是治理者具有同理

心的生动表达。

一些城市的交警部门人性化执法，创新施

行“首违免罚+轻微不罚”措施；一些城市的城管

对摊贩不再“一赶了之”，而是划定“便民疏导

点”，帮摊贩规划摊位；有的城市对农民工子女

入学实行“容缺办理”，让农民工子女不因一纸

证明不全而错失入学机会……这些柔性举措不

是规则的松动，背后是管理、治理理念的升级。

快递车违停固然违规，但赶着递送的可能

是重症患者的救命药；摊贩占道虽属不当，但

背后或许是一个家庭的生计所系……对“情

理”的通盘考量，让规则不再是冷冰冰的条文，

而成为充满温度的行为指引。

刚与柔不是对立面，而是相辅相成的协奏

曲，让城市既有秩序又有温情。比如，有的城市

对于垃圾分类，前期宣传“春风化雨”，志愿者

守在垃圾桶旁手把手教；后期监管“秋风扫落

叶”，对屡教不改的餐饮单位坚决处罚。一柔一

刚间，垃圾分类从“头疼事”变成了“平常事”。

该严时不手软，能宽时多体谅，城市治理

的温度和精度，“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初心与担

当，就藏在刚柔并济里。当规则为公平兜底、温

情为民众暖心，每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都能

感受到被尊重、被善待，城市便会兼具让人安

心的秩序与令人舒心的活力。

“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理念，深刻地诠释

了城市建设的核心要义：城市不仅要有拔地而

起的高楼大厦所展现出的高度，更要有深入城

市肌理的人文温度。而文化味则是这温度中底

蕴深厚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历经岁月

沉淀的独特印记。从北京中轴线的壮美秩序，

到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的小桥流水、粉

墙黛瓦、评弹音韵，再到杭州良渚文化大走廊

串联起的千年文化脉络……每一处文化遗迹、

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承载着城市的记忆，诉说

着城市的故事。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城市

人文温度的根源所在。

一座有文化味的城市，能够让市民在日常

生活中，随时感受到历史与现代的交融。比如在

贵阳，“九门四阁”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当地

依托这一文脉推进更新项目，曹状元街等老街

旧巷重焕生机，成为集历史文化与美食文化于

一体的“网红街区”，市民与游客一同沉浸在文

化的氛围中，感受着城市独特的人文魅力，城市

的人文温度也在文化的滋养下不断提升。

城市的文化味，还体现在对公共文化空间

的打造上。近年来，一些城市在修葺老建筑群

落时，规划设置“文化会客厅”，市民、游客可以

在此交流、会客或举办小型文化沙龙，一边品

尝美食、畅谈文艺，一边欣赏老建筑与行道树

等组成的美妙街景。这样的公共文化空间，不

仅为人们提供了休闲娱乐场所，更成为人与人

之间情感联结和文化共鸣的纽带，让城市的人

文温度在市民、游客的日常交往中得以传递。

传承城市文脉，让历史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是增添城市文化味、提升人文温度的关键。在个

别城市的历史名人故居，创新的互动体验方式，

让游客化身“历史体验官”，在推理与解谜中寻

访人物、理解时代，感受城市的独特魅力。一些

城市的历史文化街区坚持修“旧”如“旧”，保护

每一处文物建筑、每一棵大树、每一块石板，甚

至包括墙体上的青苔、藤蔓，让百年风物吸引无

数游客，重获“新生”。这些举措既守住了城市的

文化根脉，又让文化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活

力，使城市更具吸引力与亲和力。

城市的文化味不仅能够传承城市文脉，还

能带动经济增长，惠及一方百姓。从西安、洛阳

等网红城市的发展可以看出，文旅经济的蓬勃

兴起离不开文化赋能。文化赋能经济，经济又

“活化”了文化。这表明，深入挖掘文化内涵，讲

好文史故事，为文旅消费增添了更多文化味，

是推动文旅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让城市

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群众。

城市的文化味如同一股清泉，流淌在城市

的每个角落，润泽着市民和游客的心灵。在城

市建设与发展中，各地应深入挖掘文化资源，

让文化融入城市的每一寸肌理，以文化味提升

城市的人文温度，让人民在这座城市中，不仅

能够享受物质生活的富足，更能拥有精神世界

的充盈。

近日，江苏省数据局、省发展改革委

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政务

服务管理质效的若干措施》。其中明确要

求，杜绝省级以下重复建设政务 APP，县

级以下禁止开发政务服务APP。

“每天打卡20多个政务APP”“手机内

存不够用”“一个活动要在五六个 APP 重

复上传材料”……这些来自基层干部的吐

槽，道出了政务 APP 泛滥带来的困扰。政

务APP本应是便民利民的好帮手，在某些

地方却异化为基层干部的“数字枷锁”。这

种“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不仅没有提高效

率，反而制造了新的负担。

为破解基层的上述困境，此次江苏省

出台新规，明确县级以下禁止开发政务服

务 APP，无疑是对这场“指尖上的形式主

义”进行纠偏。这不是简单的技术调整，而

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

政务APP泛滥背后是典型的“数据烟

囱”现象，各部门各自为政开发相关应用，

形成一个部门一个“烟囱”，“烟囱”与“烟

囱”之间互不连通，信息无法实现互联互

通、互相分享、交换利用。江苏省推动政务

服务类应用向“苏服办”整合，正是要打通

这些“数据梗阻”，就像把分散的小商铺集

中到大型超市，既方便群众“一站式”办

事，又能节省行政资源。

为基层减负就是为治理增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4年印发《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直指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这一痛点。江苏新规

要求县级以下已建 APP 年底前完成迁移

归并，否则停拨运维经费，是对中央要求

的坚决执行，体现了政策执行的刚性。

政务APP“瘦身”既是做“减法”，也是

做“加法”，减去的是冗余程序，“加”上的是

服务效能；减去的是基层负担，“加”上的是

群众满意度。当技术真正回归服务本质，基

层干部就能从“屏对屏”回到“面对面”，群

众才能从“跑断腿”变为“动动指”。期待更

多地方真正给政务APP“瘦身”，让数字政

府建设真正成为惠民工程而非形象工程。

毕竟，衡量政务APP的价值不在于数量的

多少，而在于能否让老百姓竖起大拇指。

近日，江西南昌一乘客在社交平台吐

槽，乘坐网约车时遭遇司机加收“空调

费”，事件曝光后迅速引起社会关注。根据

遭遇加收“空调费”的网友提供的图片，该

名收取“空调费”的网约车司机在汽车座

椅后写明，开启空调小于2公里收费2元，

20 公里以上则要收费 5 元。同时，该车用

黑体字标注，开启空调属于“按需，自愿购

买，绝不强制消费”。

毫无疑问，从法律角度说，无论是新兴

网约车还是传统出租车，司机向乘客额外

收取所谓的“空调费”，没有收费依据，在法

律上属于违规收费行为。《出租汽车经营服

务管理规定》明确规定，出租汽车经营者应

当为乘客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出租汽车

服务。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按照国家出租

汽车服务标准提供服务，根据乘客意愿升

降车窗玻璃及使用空调、音响、视频等服务

设备。按照这两条规定，舒适宜人的乘车环

境，是网约车为乘客提供良好出行服务体

验的法定标准和服务要求，也是网约车的

竞争优势所在。

网约车在炎热夏季和寒冷冬季运营，

开空调以保证车厢内能保持凉爽或温暖

的乘车环境，是给乘客创造舒适的乘车服

务体验的基础和前提，不属于增值服务，

不该额外付费。而且，网约车相关规则中

既未明确规定“空调费”，也未将“空调费”

列入司机可额外收取的附加费项目中。根

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网约车平台公

司和驾驶员提供经营服务应当符合国家

有关运营服务标准，不得违规收费。

其实，网约车“开空调要加钱”引发

的争议由来已久，近年来，每年酷暑时

节，媒体都有相关报道，一直争吵不休，

没有得到解决，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利益

冲突所致。

网约车夏冬季节开空调，运营成本会

增加不少，让网约车司机的净收入减少。

据不少网约车司机介绍，夏天开空调，一

个月少则要支出几百元钱，多则要支出

1000 多元钱，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特别是在网约车市场逐渐饱和的当下，网

约车竞争加剧，司机收入下降，网约车“空

调费”之争就显得更为敏感，这也是不少

网约车司机宁愿受热也不开空调的主要

原因所在。

然而，无论基于什么原因，网约车“空

调费”不该一直争吵不休，网约车平台应

当尽快出手解决，均衡平台、司机、乘客三

方的利益。平台应当公布当下网约车收费

标准的计算方式，明确是否包含开空调的

成本在内。如果现行网约车收费标准已经

包含开空调的成本，就必须明确禁止司机

收取“空调费”，对收取“空调费”的司机要

“拉黑”。反之，网约车平台可以根据网约

车开空调增加运营成本的实际状况，科学

合理设计夏冬季节和春秋季节两套收费

标准，剩下的交由市场选择。

“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就像我的念想一样，一年年总也断不

了。”据媒体报道，近日，山西太原古交市

某村的安大爷挑战写作 1957 年高考同题

作文《我的母亲》的视频火爆全网，不少

网友纷纷表示，文字质朴，催人泪下，深

深被打动。安大爷今年六十多岁，读过高

中，当过兵，退伍回家后务农种地，也常

去城里打工。

亲情是文学永恒的话题。读罢安大

爷的《我的母亲》，我们很容易想起朱自

清先生的名篇《背影》。从某种意义上讲，

安大爷的《我的母亲》，不仅是一篇作文，

更是一曲关于亲情、记忆与生命轮回的

深情咏叹。

在安大爷笔下，没有华丽的修辞，只

有直白的叙述，却如春雷般震醒了现代人

的情感神经。在信息爆炸的当下，人们被

海量文字包裹：不少短视频文案追逐流量

密码，一些文学作品堆砌辞藻、空洞无魂，

而社交媒体的情感表达则被模板化。相比

之下，安大爷的文字虽然“笨拙”，却用真

诚打动了网友的心。他用三十年未唤“母

亲”的沉默、用扛水泥的粗糙手掌、用对黄

土坟茔的凝视，将最原始的情感浇筑成文

字，让读者在共情中触摸到生命的重量。

这种“返璞归真”的写作，恰似一剂良药，

治愈了被形式主义侵蚀的审美疲劳。

安大爷的《我的母亲》背后，是无数普

通人对亲情、土地与时代的集体追忆。在

视频评论区里，有“70 后”感慨“仿佛看见

自己母亲的身影”，有“90 后”坦言“第一

次理解父辈的沉默”。这种代际间的共情，

源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与家庭

伦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母亲的思念、

对苦难岁月的铭记、对生命的礼赞，始终

是流淌在民族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安大爷

的文字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它击中了这

种深层的文化共鸣。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

中，人们渴望通过这种质朴的表达，重新

锚定情感的坐标，寻找心灵的归属。

安大爷及其《我的母亲》的走红，不仅

是个体情感的胜利，更是对当下文学创作

环境敲响了警钟。在流量至上的时代，部

分创作者沉迷在技巧与形式方面炫技，

将“感动”简化为套路化的泪点设计，将

“深刻”异化为故弄玄虚的概念堆砌。而

安大爷的作文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

作品，永远需要创作者扎根生活，以真实

体验为土壤。母亲缝补衣裳的针线、天不

亮便劳作的身影、饿着肚子却说“不饿”

的谎言……这些细节不是虚构的素材，而

是生活本身馈赠的珍珠。创作者唯有摒弃

功利心态，沉下心来倾听生活的声音，才

能让文字长出打动人心的根系。

没有技巧就是最好的技巧。在这个

AI写作、流量至上的时代，安大爷的作文

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内心深处对真实

的渴望。文学的终极意义，不在于辞藻的

堆砌，而在于能否让读者在文字中看见

自己；作文教学的最高境界，不在于技巧

的传授，而在于能否唤醒学生内心最真

挚的情感。最动人的故事，永远生长在生

活的泥土里。

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 给政务APP“瘦身”，减了负担赢了民心
◎ 刘纯银

网约车“空调费”不该一直争吵不休
◎ 何勇

最动人的作品“生长”在生活的泥土里
◎ 刘少华

编者按

以人情味展现城市的治理温度
◎ 孔德淇

以烟火气彰显城市的
生活温度

◎ 樊树林

以文化味折射城市的人文温度
◎ 关育兵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7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城市工作要深刻把握、主动适应形

势变化，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

建设与发展不仅要“见物”，更要“见人”。在建设与发展中注重以人为本的城市，才是既有高度更有

温度的城市。

正基于此，近年来，“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

度”成为新时代城市建设和治理的方向。那么，城市温度体现在哪些方面？体现在方便群众的生活

温度——烟火气，刚柔并济的治理温度——人情味，底蕴深厚的人文温度——文化味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