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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张璇 许舜达

方寸之间，一个小摊，几样小商品，贴

膜的手艺，这便是42岁的王全宇最近一段

时间，用以维持一家人生活的“生意”。

王全宇来自黑龙江哈尔滨，2016年来

到浙江杭州，此前和朋友合伙开了个烤肉

餐馆。无奈疫情期间餐馆生意惨淡，无力

支撑每个月6万元的房租，餐馆在今年3

月关门。在家失业了1个多月的他，觉得

这也不是办法，便开始每晚在杭州打铁关

地铁口附近摆摊，重启创业。

“小商品和手机膜都是网上批发的，最

近进的儿童玩具、陶瓷碗都卖得不错，一

般下午5点出摊到晚上10点收摊。”王全

宇说，加上贴膜，多的时候一晚上能挣七

八百元。

“地摊”，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有着

略显复杂的意味。改革开放之初，“摆摊”

繁荣活跃了市场，也成为很多普通人的生

计。然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城市环

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多地原有的“小吃一条

街”“地摊一条街”越来越少。如今，在政策

松绑之后，“地摊经济”又被“点亮”了。

多地已经开始“试水”

今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通过稳

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

能力。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

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

据悉，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

情防控形势，在2020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

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

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

容。此消息一出，中国网友纷纷点赞并表

示，“城市的烟火气又要回来了”。

多地已经开始“试水”。比如，四川成

都设置了3.6万个流动摊贩摊位，带动10

万人就业；河南许昌开放一批背街小巷，让

商家在道牙以上区域经营；浙江杭州开放

了部分街道作为摊贩的经营场地……

近段时间来，每天下午四五点，杭州一

条名为“中赢康康谷”的小吃街上就开始热

闹起来。沿街的小吃店热卖龙虾、奶茶、炒

粉……商家早早把摊位支在路边，露天摆

上桌椅板凳，美食的香味“无声”招呼过往

的行人停驻品尝。

“在政府指导下，我们在自家店门口有

序摆放了18张桌子，客人来了也喜欢选择

露天桌椅吃饭，觉得室外凉爽、氛围好。”战

友龙虾店主刘露说，现在一晚上下来，流水

能达到两三万元，生意基本恢复到了疫情

前。

城市管理不可缺位

在王全宇看来，摆地摊对于他来说有

“三低”，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

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

个小摊、打开私家车后备厢就能卖货；失败

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

迅速“满血复活”；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

有更多选择和实惠。

除了晚上摆摊，王全宇白天也会在网

上研究货品，琢磨最近哪些货好卖。“等摆

摊攒点本钱，未来再做回餐饮本行。”

据线上批发平台阿里 1688 数据显

示，目前“地摊经济”最热品类为日用百

货、内衣、数码、美妆、个护家清、玩具等，

相关品类买家数前三名分别为广东、浙

江、江苏三省。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中国内贸事

业部总经理汪海表示，“地摊经济”点亮

了城市的烟火味，不仅方便了群众生活，

更能有力促进零售、餐饮、旅游等行业的

加快复苏，进而带动消费和就业，促进经

济复苏。

放开“地摊经济”并不意味一放了之，

城市管理也不可缺位。浙江省社会学会会

长杨建华说：“需要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发

挥出地摊的巨大经济作用，同时摆摊人员

也要遵守相关规定，达到安全、健康、整洁

等要求。”

登上铁墩岛

铁墩岛处于象山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是目前全球已知的三个中华凤

头燕鸥繁殖地之一。中华凤头燕鸥是我国

最珍贵的极濒危鸟类之一，全球仅存100

只左右，所以被称作“神话之鸟”。

从象山八一台风纪念碑旁的龙洞码头

坐船向东，行驶约50分钟进入韭山列岛保

护区，再往东南行进30分钟，铁墩岛便出

现在眼前。

船只刚靠近海岛，便能听到叽叽喳喳

的鸟鸣声。“每年5到8月，是中华凤头燕

鸥的繁殖期。我们通过放置假鸟和鸟声回

放系统，来吸引它们在岛上栖息和繁殖。”

船上，象山县野鸟保护志愿者大队秘书长

丁鹏向记者介绍说，他也是设立招引保育

项目后的第一批驻岛监测员。

“为方便登岛，我们今年新建了简易码

头，以前碰上大风浪都上不了岛。”船只靠

岸后，丁鹏拎着生活物资跳上2平方米左

右的水泥码头。

和很多人想象中的舒适海景房截然不

同，岛上2间白色集装箱似的简易用房就

是监测员住的地方，生活物资也只能靠船

只运送补给，除了蔬菜、衣服等，最多的还

是一桶桶矿泉水。

在岛上，透明的蓄水罐表面被做上了

均等的1至15的记号。“这样便于我们控

制用水量。”丁鹏说，“如果遇到坏天气，船

只停航，我们就要很省很省地用水，否则就

没水用啦。”岛上的电，靠的是太阳能板，

“如果遇到连续阴雨，就比较麻烦”。

“前几天一直下雨，今天放晴，驻岛的

志愿者应该在燕鸥栖息地附近的木屋里观

测记录。”丁鹏很有把握地对记者说，“我带

你过去看看。”

观测和保护

靠近栖息地，先闻到一股浓烈的腥臭

海鲜气味，紧接着，就看见上千只燕鸥聚集

在缓坡上，再仔细看，几只嘴端发黑、羽毛

全白的中华凤头燕鸥混在其中。丁鹏说，

如果顺利，它们将在此完成求偶、产卵、孵

蛋、育雏的全过程。

丁鹏告诉记者，这块缓坡场地是专门

为燕鸥准备的，“中华凤头燕鸥不喜欢植被

太高的地方，所以在它们迁徙来岛前，我们

会先除草，平整栖息地，以免坡度使得鸟蛋

滚落导致弃巢的情况。”

栖息地边上，有3个用于观测的木屋，

谢勇东便在其中一个1平方米左右的木屋

里中进行观测。“现在正是燕鸥们的孵化

期，我们主要会记录中华凤头燕鸥产卵和

孵蛋时间，以及巢里的行为等。”谢勇东告

诉记者，“岛上工作以观测为主，我们就是

旁观者，燕鸥才是岛上的‘原住民’，所以，

只有当有人为的情况出现时，我们才会出

手。”10多天前，他们就曾救下因被废旧渔

网缠绕而受伤的中华凤头燕鸥。

曾在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做

志愿者的经历，让谢勇东对鸟岛监测工作

得心应手，“你看那些来回盘旋、相互绕圈

舞蹈的，是在求偶；不断用脚刨地面的，是

准备筑巢……”

王进杰打开工作记录本给记者看，6

月1日的观测数据为“大凤头燕鸥4000

只，中华凤头燕鸥 76只”。“相比于 4月

27日我们登岛第一天发现的9只，越来

越多的中华凤头燕鸥在此栖息。”王进

杰说。

追回“神话之鸟”

“神话之鸟”曾经在此消失过。2007

年6月，中华凤头燕鸥来到韭山列岛将军

帽岛屿繁殖，据资料显示，当时一共寻觅到

了4对中华凤头燕鸥与1000对大凤头燕

鸥的踪迹，可是，因为人为捡拾鸟蛋，1000

余枚燕鸥蛋被席卷一空。

“当时，一枚鸟蛋可以卖到35元钱。”

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水华是最早在韭山列

岛附近参与中华凤头燕鸥研究的人之一，

据他回忆，鸟蛋的价值使不少人选择铤而

走险，也直接导致了2007年燕鸥繁殖的失

败，“之后的2008年至2012年期间，中华

凤头燕鸥和大凤头燕鸥就再也没来过了”。

为追回“神话之鸟”，2013年，中华凤

头燕鸥繁殖种群招引和恢复项目在韭山列

岛正式启动，也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加入到

保护工作中来。今年，报名成为海岛繁殖

海鸟监测员的有429人。环境受到保护

后，不仅燕鸥回来了，岛上的物种也丰富起

来，连对生态条件极为挑剔的水獭也被发

现在此栖息。

不过，现在仍有试图靠近铁墩岛的外

来船只。就在记者登岛后的第二天清晨5

点左右，一艘海钓船试图靠近鸟岛，谢勇东

及时发现了这一情况，“这是自4月26日

我们监测员登岛以来，遇到的第3次了”。

谢勇东和鸟岛附近24小时进行巡查的护

岛船取得联系后，对海钓船进行了驱赶。

“我们的愿望是，终有一天，‘神话之鸟’

不再神秘，让更多人看到‘神话’降临。”丁

鹏说，“从最开始的全球不足50只，到如今

总数超过100只，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中

华凤头燕鸥趋向灭绝的态势已被初步遏

止。但是，保护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岛上用于观测的木屋岛上用于观测的木屋

鸟群中颜色全白的就是鸟群中颜色全白的就是““神话之鸟神话之鸟””

视频监控中拍到视频监控中拍到““神话之鸟神话之鸟””

监测员在进行鸟类多样性观察监测员在进行鸟类多样性观察

中国多地政策松绑点亮“地摊经济”

失而复得的失而复得的““神话之鸟神话之鸟””
全球仅存百余只全球仅存百余只 曾因人为捡拾鸟蛋而消失曾因人为捡拾鸟蛋而消失

见习记者 胡宗昊 通讯员 陆晓添

晚上7点，天色已沉，大凤头燕鸥刚刚鸣叫着仓促起飞，狩猎已

然完成——游隼将大凤头燕鸥钉在地面，一击致命。

1个月里，这已经是被发现的第5次游隼猎杀燕鸥的场景了。

谢勇东和王进杰从视频监控中看到了这一幕，但他们没有对游隼

进行驱赶，“这是大自然的正常现象，我们尽可能

不去干预”。

谢勇东和王进杰是象山韭山列岛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今年首批海岛繁殖海

鸟监测人员，主要工作是对岛内上千只

大凤头燕鸥进行监测，并对混迹在燕

鸥群中的名为中华凤头燕鸥的“神话之

鸟”进行行为观察和记录。

在“6·5”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记

者随船去往铁墩岛，追寻“神话之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