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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铎印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开

展经营主体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专项治

理行动的通知》，决定开展经营主体严

重违法失信行为专项治理行动。专项

治理行动聚焦线上线下食品安全、假

冒伪劣、虚假宣传、虚假违法广告、出

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未经许可生产

特种设备和销售未经许可生产的特种

设备、无证出厂销售CCC目录内产品等

经营主体严重违法失信突出问题，将

持续至今年12月。

“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诚信是

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维护市场经

济秩序的重要原则。经营主体讲诚

信，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公平竞

争、增强经济活动的可预期性、提高经

济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普惠

民生为目标的经济，诚信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无信不立、家无信不睦、业无信

不兴、国无信不宁。近年来，受各种复

杂因素影响，一些经营主体诚信缺失，

甚至不惜以违法犯罪的方式获取利

润。虚假宣传、假冒伪劣、商业欺诈、

偷逃税款等不讲诚信的行为时有发

生，广大人民群众对此强烈不满。经

营主体缺乏诚信，不但影响自身长远

发展，更威胁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

安全，危及经济良性运行与社会和谐

稳定。经营主体诚信建设是促进市场

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要大力开展诚信缺失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对违法失信行为保持高压态

势。职能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深入

开展对社会信用中突出问题的专项整

治，聚焦线上线下食品安全、假冒伪

劣、虚假宣传等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群

众深恶痛绝的经营主体严重违法失信

突出问题，坚决出重拳、下猛药，加大

整治力度，重点排查一批严重违法失

信案件线索，集中查处一批严重违法

失信案件，严厉惩戒一批严重违法失

信经营主体，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

形成强大震慑效应。同时，建立健全

激励诚信、惩戒失信长效机制，充分运

用诚信约束手段，让守信者处处受益，

让违法失信者处处受限，引导市场各

类主体诚信经营、合法合规交易，促进

经营主体信用水平整体提升，推进经

营主体信用体系建设，助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诚信经营方能行得稳走得远。市

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社会信任

是创造经济繁荣的基本前提。对经营

主体来说，诚信既是必须践行的行为

准则，也是能够为自己带来实际利益

的无形资产，是赢得消费者和市场的

可靠保证。促进经营主体诚信经营，

要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强

化经营主体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规则意

识，全方位提升其诚信经营水平。经

营主体要坚持依法诚信经营，牢记道

德底线不可触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

强化合法合规经营意识，提升诚信经

营水平，加强诚信文化建设，牢固树立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

经营主体文化，通过提供优质的产品

和服务来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法治经济。法治是市场秩序的根本保

证，但法治建设代替不了诚信培育。

诚信是秩序的基础，只有诚实守信，才

能保持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

各类经营主体都要把守法诚信作为安

身立命之本，依法经营、诚信经营，牢

牢守住诚信建设底线，共同打造一个

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市

场。我们相信，随着诚信信息共享与

应用力度不断加大，我国市场的诚信

之网会越张越大、越收越紧，为广大消

费者和经营主体带来更多安全感与信

心，推动市场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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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遛一条老街、访一口老井、观一座

老宅……继快节奏、高强度的“特种兵

式”旅游后，沉浸式、慢节拍的City-

walk（城市漫步）火了。这种目的性不

强、随性探索的城市漫步方式，正在年

轻人之间流行开来。

城市漫步多指以行走、骑行的方

式在城市中漫游。当前，城市漫步不

仅成为一种流行的旅行方式，也是不

少人重新认识城市、解锁消费新场景

的一种途径。

@《中国青年报》：除了行走之外，

城市漫步者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去

了解“真正的城市”，其实指的就是本

地性：了解城市的历史“指纹”，体会

本地人的生活。城市漫步的重点不

在于景点或者外在的建筑，甚至也不

在于了解城市历史，而在于努力去接

近一个城市的日常和本质。对“城市

新移民”来说，这是建立城市认同的

好办法。过去二三十年，几亿人离开

自己的家乡，来到新的城市工作、生

活，建立所在城市的认同感，变得尤

为重要。

@吕学丽：城市漫步看起来没什么

新意，似乎和“压马路”“遛弯儿”无异，

却重获年轻人青睐，体现出一种新的

生活态度。越来越多的人去感受一座

城市，不只是看人头攒动的景点，更是

漫步其中，看这里的人间烟火。“城市

漫步”已不仅是一种流行趋势，更展现

出人们对城市的热爱和融入，有利于

促进人与城共生共荣。

@《工人日报》：城市漫步不仅是一

种新型旅行方式，更开启了人们重新

认识自己所在城市的新角度。城市漫

步以旅游视角深度体验城市的多元，

感受城市的内涵，从而找到与城市的

内在联结。由此，城市漫步不仅需要

挖掘、形成、推广一系列体现地域文化

特色的地标或线路，而且要在保护好

城市历史旧迹的基础上，盘活历史文

化资源，讲好每座城市的故事。

多用多用““开门思维开门思维””
应对应对““上门经济上门经济””

■李英锋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上门

代厨、上门整理收纳、上门养老为代表

的“上门经济”日趋走俏，不仅满足消

费者多元化、个性化需求，还拓宽了就

业渠道，丰富了服务场景，让消费模式

变得更为自由灵活。不过与此同时，

“上门经济”也面临监管存盲区、消费

者维权难、取证溯源难等问题，需要加

强规范引导。

“上门经济”点对点的交流支撑起

了点对点的劳务交易，也激活了上门

新业态的创新和消费端的需求，促进

了新兴市场的活跃。虽然按照当前的

监管维权模式，上门代厨、上门按摩、上

门养老等“上门经济”还存在不完善、不

规范之处，但总体而言，顺应了社会和

市场发展的潮流，顺应了消费者和劳

动者的需求，是一种积极且有前景的

业态，其风险和隐患可控，利大于弊。

任何一种市场行为、社会行为、新

兴业态的创新与突破，往往都涉及同

旧规则、旧模式的摩擦与挑战，而有些

规则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总是随着前

者的脚步不断更新、完善、升级。这就

意味着，具有创新意义的“上门经济”

与规则之间势必会有一个适应、调试

与磨合的过程。在这个磨合过程中，

相关各方对“上门经济”应有“开门思

维”。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对“上门经

济”秉持建设性理念观察，梳理存在的

问题，监测和评估风险，以包容审慎的

态度探索发展，建立适度容错机制，并

不断调整监管策略和措施，保障、支

持、引导其规范、健康、有序发展。

比如，餐饮加工、家政等传统服务

业态大都涉及营业执照、健康证等资质

办理以及缴税等问题，而“上门经济”中

的多数业态还停留在点对点之间的民

事沟通与服务阶段，没有严格匹配传统

业态的监管规则与标准，没有成为严格

意义上的市场经营行为。另外，“上门

经济”也缺乏相应的服务标准与行业

规范，其操作多依赖于劳动者与消费

者的简单交流与约定，如果双方的约

定对后续的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等考

虑不周，容易引发纠纷，消费者也容易

遭遇取证难、维权难等问题。

笔者以为，对于“上门经济”应该

分类分级看待和逐步规范，不宜操之

过急。对于有相关平台或企业参与，

达到一定规模且建立了一定管理制度

的“上门经济”活动，应该比照常规同

类业态要求企业或服务提供者取得营

业执照、健康证等资质，履行缴税、劳

动保障等义务；对于个体偶尔提供上

门服务的情况，应放宽监管条件，简化

监管要求，降低准入门槛，给出更宽松

的监管措施，让上门服务者拥有更自

由的市场空间。

监管部门、消协与行业协会、相关

网络平台等有必要在深入调查、广泛

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法律法规的

要求，针对“上门经济”业态的特点和

问题，制定相关行业规则与服务标准，

推出各业态的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并

根据需要不断动态调整，明确各方的

权利和义务，为各方提供行为指引，引

导“上门经济”进入发展正轨。

奇葩招聘

在招聘市场“岗少人

多”的当下，一些用人单位

招聘时会提出与岗位内容、

职责无关的条件，如“关心”

家庭背景、恋爱经历，限制

身高、籍贯、属相等，有些甚

至限血型、看手相，侵犯求

职者的隐私和平等就业权，

让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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