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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围绕着亭棚建设的话题进行了走访。18 日 14 时左

右，记者来到位于新闻路中国邮政旁的邮亭，这是为数不多的
留存至今的报刊亭。经营者李先生告诉记者，报刊亭属于邮局
附属设施，在建设时就没有占用人行横道，符合相关规定，才得
以保留。

“我接手这几年来，经营情况并不算太好，刚开始只售卖报纸
杂志，后面慢慢才开始卖水和其他东西。”李先生说，在狭小的空
间里，他安装了两台冰箱，通过卖水和饮料来辅助经营。

“因为来买报纸杂志的基本都是老顾客，如果我这里也关了，
他们就很难买到报纸杂志了。”李先生说，有的顾客每天都来，有
的两天来一次，家住得远一些的提前订了留在报刊亭里，隔一段
时间才取。“可以说整个昆明市内的报刊亭中，报纸杂志种类最全
的就是我这里了，如果我这里都没有，其他地方也买不到。”

“还是《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在记者采访期间，有市
民陆续前来购买报纸，李先生都能准确说出市民想要的报纸。

“我已经在这间报刊亭买了几十年的报纸啦，都是老熟人，来了
都不用说要哪几份报纸，他都记得。”市民李阿姨告诉记者。虽
然李阿姨家离报刊亭有一段距离，但是她依旧坚持每天都来买
报纸，“报刊亭与篆新农贸市场离得近，买完菜就顺便买报纸，
还算方便。”

记者查询发现，2019年12月昆明市人民政
府发布的《昆城管〔2019〕71号 昆明市城市管理
局关于对市人大第十四届四次会议第34号建议
的答复》中显示，自1998年以来，昆明市委宣传
部、市妇联、昆明邮政局、中国电信昆明分公司
等单位以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行业发展及建
设精神文明窗口、宣传阵地等理由请示市政府
在昆明市主城区二环路以内设立了各类经营性
占道亭棚。经昆明市城市管理局深入调查，当
时昆明市二环路以内亭棚有报刊亭、电话亭、牛
奶亭、社区服务亭、调度亭、税务亭、巾帼连锁
亭、军嫂亭、军民共建亭、下岗职工亭等10多种
亭棚，共1443个。

《答复》显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经营性占道
亭棚在方便群众、解决就业、文化宣传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信
息化建设的不断发展，经营性占道亭棚已不适应
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需要。存在有的亭棚经营项目
混乱，已经从专卖各类报刊杂志，转变成经营各类
小商品的百货亭，有的甚至在亭棚内加工各类熟
食；有的亭棚业主单位未将亭棚真正交给本单位
下岗职工及残障人士，解决困难群体生活问题，而
是把临时占道亭棚当作廉价铺面高价转让给部分
外来人员经营，纯粹追求商业利润；有的亭棚承租
户私自在亭棚上设置各类广告，影响了市容环境，
严重损害了城市形象和城市品位等诸多问题。

自大量报刊亭被拆除之日起，不少市民就期
待着报刊亭能重回街头的那一天。2019年5月
31日，昆明市副市长高中建在接听12345市长热
线时表示，昆明市研究制定的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方案，包括了“城市家具”设置等一系列问题，里面
就涉及到垃圾箱、报刊亭的设置。“此外，我们也可
以考虑其他渠道，比如在小区内的物管用房实现
共建报刊室。”

直到2020年12月31日，昆明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印发了《COP15昆明市市容环境保障提质提
升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在今年3月31日前，统一
规划和设计一批具有艺术气息、设计感和昆明特
色的各类亭棚，打造城市公益宣传、报刊售卖、方
便市民的一体化亭棚设施等。这让不少市民觉

得，报刊亭回归街头指日可待。
“规划时间快到了，街头巷尾也没有开工建设的

样子，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建了吗？”眼看着计划的
时间就快到了，市民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日
前，记者就市民的疑惑联系了昆明市城市管理局，相
关工作人员答复记者时表示，亭棚设置将由市级部
门出台规范指导意见，由昆明市各区具体实施。各
区审批时将会严格把关，在设计风格上会体现出艺
术气息、设计感和昆明特色，便民设施的功能将以自
助服务为主。另外，以往市级审批的报刊亭到期后
一律终止，各区、各相关单位可在重要（部分）旅游景
点、轨道站场、广场等地，在确保公共安全、不占道、
不影响通行的前提下少量设置一些休闲、便民设施；
而未经审批非法设置的将坚决取缔。

《答复》指出，针对经营性占道亭棚的乱象，昆
明市政府提出了明确要求：既考虑当前又考虑长
远，有序推进，逐步规范。明确主城一环区域内人
民路、东风路、金碧路、西昌路、青年路、北京路、白
塔路（含春城路）、一环全线（含一二一大街）等重
要城市道路及道路红线宽度在40米以上的主要
城市道路及上述道路与支次路交叉口30米范围
内划定为经营性占道亭棚禁设区，其他区域为可
设区域。对摆放在禁设区内各类经营性占道亭
棚，要迁移至附近可设区域内。对可设区域内的
各类经营性占道亭棚加强管理，规范经营行为并

对亭棚外观进行清洗、整治。对经营性占道亭棚
要按“管控总量，杜绝增量”原则，在各辖区分类摸
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亭棚整治方案，逐年逐步消
化。对无审批手续的，要求各区按违章设置临时
构建筑物予以强制拆除。

公开报道显示，自2016年8月开始，昆明市
城管部门就对昆明市的经营性占道亭棚开展了整
治。2016年12月20日前，不愿意搬迁移设的占
道经营性亭棚由各区强制搬离、拆除。2017年，
昆明创建文明城市以来，昆明市关停全市街头
90%以上的报刊亭。

二环路以内曾有1443个亭棚

街头90%以上的报刊亭关停

亭棚新建工作由各区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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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这里也关了，
他们就很难买到报纸杂志了”

听说将规划建设全新的亭棚，市民、经营者都表示很期待，
但更希望将这些亭棚建设成便民、利民的市政设施。“希望亭棚
稍微大一点，让我们能够综合性经营，这样一来也方便市民。”
李先生说。同样希望新建亭棚具备便民功能的还有市民王女
士，她认为街头亭棚可以建设成一个具备避雨、休息，同时为市
民提供电动车充电、包裹代收代投等多项便民、利民服务的综
合性亭棚。

有两个孩子的杨先生认为，纸质版的书籍及报刊杂志营造
的阅读氛围是电子阅读做不到的，“一群人拿着书本看书和一
群人拿着电子阅读器看书，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杨先生希望
自己的孩子能生活在一个有文化氛围的环境里，因为在这样一
个环境里，更容易培养孩子们爱读书的习惯，而这种环境不应
当只出现在校园里，还要让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

“希望在建设的过程中，能留出一定的空间，让读者能够在亭棚
里做短暂的阅读。”

刚大学毕业的小李则认为，在数字化时代，亭棚建设可以
加入一些智能设施。“如增加免费Wi-Fi功能、智能屏等，让市
民、游客可随时浏览查阅当日期刊、旅游导览、天气预报，甚至
是昆明市一些重大活动信息、政府的政策决策等。”小李说，“新
建设的亭棚可以考虑建成24小时无人值守的智慧亭棚，拿报
刊杂志的售卖来说，可以像自助售卖机一样自助购买。”

本报记者 罗宗伟 摄影报道

“可建24小时智慧亭棚，
自助购买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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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亭 电话亭 牛奶亭……

昆明的亭棚还建吗？
官方回复：由市级部门出台指导意见，各区具体实施

近日，有市民向记者反映：“此前昆
明市计划在3月31日前建设一批具有昆
明特色的亭棚，但已是3月下旬了，还没
有见到哪里动工，亭棚不建了吗？”就此，
记者采访了昆明市城市管理局，得到的
回复是：亭棚建设将由市级部门出台规
范指导意见，各区来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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