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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菜市场接班流动摊点
城区首个专门为流动商贩设置的菜市场落成，还将增设10 余处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召旭

小商小贩占道经
营，在许多城市一直
是难 以 治 愈的 “ 顽
疾”。 12 月 8 日上
午，由聊城市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局牵头多
部门联合设置的傅家
大门 便 民 菜市 场 落
成，这是城区对流动
摊点实施归行划市科
学管 理 的 第一 个 试
点。执法局还将在城
区设置 10 余处便民市
场。

12 月 8 日上午，城区第
一个专门为流动商贩设置的
免费菜市场落成开张，该市
场位于建设东路聊城市肿瘤
医院西邻。据菜市场工作人
员介绍，菜市场占地面积 600
平方米，临时设有 40 个摊
位，经营品种主要为蔬菜、水
果等。“菜市场是由执法局协
调东昌府区市场发展局、新
区办事处等多个部门批复下
来的，由傅家大门村委会承
办。”菜市场工作人员说，市
场内设置了管理员、保洁人
员，对摊贩不限经营时段免

费入驻。“我们计划明年把菜
市场扩建为 1000 平方米，
设置 100 个摊位，并设立仓
库等方便商贩经营。”

据了解，傅家大门菜市
场周边有中通社区、双力家
属院、阿尔卡地亚以及星光
水晶城等多个小区，该片区
域仅有一家超市，离此地最
近的菜市场也得近 3 公里。
本地居民买菜除了去菜市场
和超市之外，只能从建设东
路沿线的路边商贩手中买，
很不方便，不少居民都是一
次买够一周吃的。

城区首个便民菜市场开张

“我们平时都在中通
客车厂丁字路口卖菜，只
要执法车一来，我们就得
赶紧推着车子跑。”在菜
市场卖菜的李师傅和妻子
都是下岗职工，家里没有
其他生活来源，两人想开
个商店也没有本钱，家里
还有孩子在读大学，出来
卖菜也是没有办法。在采
访中，不少商贩表示，要

不是为了生活，也不会这
么辛苦地每天“打游击”
做生意。

“以前见了执法车就
跑，整天提心吊胆去街上
卖菜，就怕被逮住。现在

这里是我的固定摊点，自
己只要规范经营，生意好
了 ， 生 活 也 就 有 着 落
了 。 ” 卖 水 果 的 王 先 生
说，他以前在路上卖水果
还交过罚款，现在在菜市场

卖东西再也不用交罚款了。
对于设立便民菜市场，几乎
所有的商贩都非常赞成，

“在这里卖菜也不用交摊位
费，我们的生活也有了着
落。”

商贩>> 不再“打游击” 不用交罚款

对于曾经占道经营的摊
贩，附近居民的态度颇为复
杂，一方面觉得马路边的摊
位有碍出行和卫生，另一方
面他们的确得需要从这些摊
贩上买东西。现在有了便民
菜市场，附近居民的这些烦
恼都没了。

住在双力家属院的张先
生说，每到上下班时间，通

往小区的路都会堵得死死
的。“路口到处都是卖菜、
卖烧饼、卖馒头的。本来路
就不宽，再被这些摊贩一
占，就更挤了。商贩们离
开以后，路上就会留下塑
料袋、菜叶等很多垃圾，
一点也不卫生。”尽管这
些摊位给居民出行带来了
不便，可张先生说，如果

这些摊位要是全部撵走也
很麻烦，自己买菜就得跑
到很远的地方。

中通社区居民黄先生
说，设立便民菜市场解决
了很多麻烦事儿，既能就
近买到新鲜蔬菜，也不用
担心 上下 班时 间商 贩堵
路，而且路上也会变得干
净起来。

市民>> 买菜更方便 道路变通畅

聊城市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工作人员表示，流动摊
点占道经营一直是城管执法
工作中的“顽疾”。不少流动
摊贩是下岗职工，生活比较
困难，只能靠做小生意谋
生。他们在方便了附近居民
群众生活的同时，也存在影
响交通、乱扔垃圾，严重影
响市容市貌的问题。为此执
法人员经常面对市容环境与
流动商贩生计、市民共同利

益与部分商贩的特殊利益的
矛盾。

为彻底解决这一难题，
执法局遵循合理布局、疏堵
结合、方便市民、整洁有序
和规范管理的原则，协调有
关部门设置便民市场，对允
许设置的区域、摊点种类、
经营时间和保洁要求等问题
作出规定。“我们还将继续
加强市场周边市容环境监管
力度，确保便民市场规范正

常运营，为市民服好务。”
据执法局工作人员介

绍，归行划市工作会逐步推
进，他们已经考察了十多个
路边商贩密集的居民区，
“我们正在和市政部门、当
地办事处或居委会等相关单
位协商，争取下一批便民市
场尽快设置好并投入使用。
只有这样，流动摊点占道经
营 难 题才 能得 到 彻底 解
决。”

部门>> 城区还将设 10 余处便民市场

新设立
的傅家大门
便民菜市场
受到附近居
民的欢迎，
图为 8 日上
午附近小区
的居民正在
买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