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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清明节郑州市“最后一座报亭”的拆除，
再度引发较为广泛的舆论关注。通俗的看法是，

“报刊亭作为城市一种基础的文化服务设施，潜
移默化中涵养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延续着市民的
文化习惯”。据此，报刊亭的拆除引发舆情反弹，
其实暗含着舆论和民众对延续、传承城市文化的
忧虑。这完全能被理解，而且这是真切的有益城
市文化发展的“正能量”。

而从郑州市近些年合理管理报刊亭的系列
做法，尤其是去年3月以来开展报刊销售退路进
店工作至今的情况看，拆除报刊亭并逐步推动报
刊销售退路进店，完成的并非是对市民文化素养
输血“站点”的割裂，而是在潜移默化让市民“进
店”买报看报的同时，借此更好打造城市基础文
化“输血”设施，涵养属于郑州的大众城市文化。

在全力保障和维护原报刊亭亭主的正当
权益，做好系列“善后”工作之外，的确，和报刊
亭当街卖报的“显见”相比，报刊销售退路进店
相对较为“隐见”。而从原来“各自为政”的针
对报刊亭较为混乱的管理，到现在为退路进店
进行的培训、办证、配送、导示、反馈“一条龙”

“一站式”市场化服务；从421个占道报刊亭的
拆除，到如今分布于全市沿街小门店、商场、超
市连锁店、书店、社区、大学校园等场所的700
多家报刊销售点的落地——可以说，报刊销售
退路进店，已很好完成了对原有报刊亭“文化
输血”功能的“名”与“实”的替代。而这样的替
代，能被郑州市民潜移默化地感知，却不易为
外界舆论所能直观感受和理解：这是一再引发
舆情反弹的根源。

事实上，为切实打造“15分钟生活圈”，郑
州市在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网格化管理务实惠
民方面，做了很多有目共睹的工作。这些实实
在在的工作，自然均属职能部门的“分内事”，
目的都是试图为民众提供更好的公共管理和
服务。而所有工作中，报刊亭的拆除成为舆情
焦点，反映出的当然还是转型期社会，民众对
公共管理和服务“深度介入”的要求。“网上反
馈问题，网下解决问题”。以报刊亭的拆除引
发的舆情反弹为例，面对市民对更高文化产品
的现实需求，在继续完善报刊销售市场，让报
刊销售退路进店更好发挥积极效用之外，因地
制宜地更多建设文化输血“站点”，因时制宜地
为市民提供“合口味”的多层次文化产品，亦是
郑州市下一步审慎思考并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昨日记者从郑州市城市管理局了解到,根据城市发展需要，针对占道报刊亭存在占压管线、影响通行、转卖转租等突出问题，2012年3月
以来，郑州市开展了报刊销售退路进店工作，已拆除占道报刊亭421个。为方便市民购买报刊，新建沿街门店报刊销售点700多家，另在社区
和大学校园建成了40个具有多种服务功能的邮政便民服务亭，同时还在火车站和公交BRT站等室内公共场所设置自动售报机。随着市民
对报刊零售网点的熟悉和购买习惯的改变，郑州市报刊销售退路进店的模式正在逐步形成。 郑州晚报记者 李萌

2004 年以前，在郑州市办理过临时占道
证的报刊亭共有 341 个（其中邮政报刊亭 72
个）。但在报刊亭的运营中发现,占道报刊亭
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占压城市道路、盲道和
公共管线（电力、燃气、自来水、热力、通信等），
存在安全隐患，尤其是十字路口的报刊亭，影
响交通视线，危及交通安全；二是普遍存在超
范围经营、亭外经营、乱设广告牌，并且领证者

和经营者分离，私自转卖、转租情况较多，偏离
了原来设置的初衷；三是占道报刊亭大多设置
在人口密集的街道，占用紧缺的公共道路资
源，影响市民通行，市民投诉举报较多。

因此，2004 年以后，郑州市暂停了报刊
亭的审批和年检，并先后于 2004 年、2006
年、2008 年、2010 年对报刊亭多次进行规范
化治理。

2012年 3月，郑州市金水区经八路办事处
开展创新社会管理试点工作，其中涉及城市管
理的主要内容有市政设施、违章搭建、占道经营
等，报刊亭只是占道经营的问题之一。

在调研过程中，群众对报刊亭占压市政道
路、阻碍通行、影响交通视线和市容等问题反映
强烈。经八路办事处就解决报刊亭问题提出了
报刊销售退路进店、提供奖补和就业的解决方
式，即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拆除报刊亭的亭主，办
事处给予每亭 3万元的奖补，鼓励他们进店经
营，对提出安置要求的亭主提供计划生育协管
员、暂住人口协管员、巡防队员、公厕看守员等
公益性岗位，让符合条件的困难亭主享受低
保。这一政策得到该辖区报刊亭亭主的配合，
辖区内33个报刊亭随后全部退出市政道路。

市内各区结合自身实际，在本辖区开展报

刊销售退路进店工作，全市共计拆除 421个亭
子，其中 2004年以前办理过临时占道证的 341
个，其余80个为擅自违规设置。全市报刊亭从
此退出市政道路。

2012年 4月，大豫网对报刊销售退路进店
进行了《你咋看拆除报亭，退路进店？》的调查，
结果显示，有10758名网友支持，1579名网友反
对，275名网友表示无所谓。

报刊销售退路进店以来，根据亭主要求和
相关政策持续开展了安置工作。原报刊亭亭主
向报亭所在辖区提出安置申请的共有43人，其
中30人已安置在公益岗位，11人按相关规定正
在办理，2 人因身体原因不适合公益性岗位。
另外，还对7名残疾人进行了特别帮扶，协助办
理低保手续，帮助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重要
节日走访慰问，给予适当的资助等。

为方便市民购买报刊，打造“15 分钟生活
圈”，近一年来，市、区、办事处三级报刊销售退
路进店工作成员单位积极推进报刊销售进店、
进社区、进校园工作。利用沿街小门店、商场、
超市连锁店、书店、社区、大学校园等场所，用市
场运作模式建设发展报刊零售网点，充分发挥
中原报业集团和邮政局供货主渠道作用，丰富
报刊种类，满足市民购买需求。

郑州市在社区建设了免费报刊阅览室，增加
了党报阅报栏，报社和邮局加大了征订业务工作

力度。中原报业集团中汇公司和市邮政局现已
发展成为我市报刊零售的主要供货商，中原报业
集团中汇公司现已形成5个报刊批发站，市邮政
局也有较为完善的批发配送销售体系，新的报刊
销售市场已基本形成。经过近一年的市场经营，
全市报刊销售点已达到700多家，其中100多家
超过50个报刊品种。全市报刊零售网点已远远
大于原有报刊亭的数量，分布也更广泛、更合
理。下一步将继续完善报刊销售市场，提升便民
服务措施，满足市民对文化产品的更高需求。

如何更便民？

继续完善报刊销售市场，多举措满足市民文化需求

市民啥态度？

绝大多数人支持退路进店

为方便市民购买报刊，全市新建沿街门店报刊销售点700多家

报刊销售退路进店模式逐步形成
全市报刊零售网点已远远大于原有报刊亭的数量，分布也更广泛、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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