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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一农贸市场关门转租
相关部门：市场系政府规划，不允许转租它用

本报聊城 1 月 5 日讯
(记者 凌文秀) 5 日，市
民谭女士到市区东姚农贸
市场买菜，却发现这家农
贸市场已经关门了，正在
往外转租。相关部门负责
人表示，该处是政府规划
的农贸市场，不允许转租
作其他用途，正在与农贸

市场协调重新营业。
东姚农贸市场位于花

园路与兴华路路口东南
侧，记者前去买菜时看
到，市场西门和北门紧
闭，西门招牌上贴着一个
条幅，写着“出租大型商
场”以及“一、二楼 6000
平方米，用于超市、酒

店、 KTV 、家具商场”等
字样。这个广告引起周围
居民诸多猜测，有居民
说：“看样子，以后这里
就再不是农贸市场了。”

和记者一样“扑空”
的，还有家住建行家属院
的谭女士。谭女士说，
“最近工作忙，一直没买

菜做饭，这次过来买菜才
知道农贸市场关门了。”
附近快餐店老板介绍，农
贸市场已关门一个月，之
前一般是附近居民过来买
菜。

据了解，市场内的商
贩转移到附近的流动摊点
或其他的农贸市场。商贩

汪金峰离开这里，先是租
了另一家农贸市场的摊
位，但因位置不好，现在
只能在路边摆摊。

相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东姚农贸市场是按照
市规划局统一规划建设
的，不能擅自出租它用。
该负责人说，市场附近是

居民聚集区，有众多住宅
小区、单位家属院和城中
村，附近还有在建小区，
居民数呈增加趋势，必须
满足居民就近买菜。

这名负责人说，目前
正与市场产权人协商，让
农贸市场尽早重新开张。

商贩流失
出租者无奈关门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好好的农贸市场为什么关门呢？习惯在东姚农
贸市场买菜的很多居民都有疑问。出租者说，农贸
市场开了一年，市场里的商贩越来越少，因为不赚
钱才转租。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农贸市场存在很
有必要，合理经营肯定赚钱。

出租方>>

商贩退“市”改“流动作战”
记者按照农贸市场张贴

的广告找到了市场的出租
方。出租方姚先生说，位于一
层的农贸市场有 3000 平方
米，能容纳 120 多个商贩经
营。2009 年 10 月 31 日，农
贸市场开业。当时，姚先生招
来 100 户商贩，每户按月缴
纳 600 元租金。但后来商贩
越来越少，渐渐剩下二三十
户。最终在 2010 年 10 月底
市场关门了。

姚先生说，开始时，有几
个商贩在市场外摆摊，因为
靠近十字路口，下班高峰期

生意特别好。有商贩曾对姚
先生说，趁下班人流高峰时
间在外边摆摊 2 小时，比在
市场里一整天卖得东西还
多。

后来，有部分商贩退出
市场，改为“流动作战”，退出
的商贩越来越多。“往南人民
公园附近、往北水城中街对
面都有流动摊点，东边还有
一家小型农贸市场以及大型
超市。”姚先生说，流动摊点
的竞争，导致市场里商贩逐
渐减少，客人也越来越少，由
此恶性循环、无力维持，只好

关门并往外出租。
紧邻市场的一家快餐店

老板说，“我们每天从批发市
场进菜，只在客人点菜而店
里没有或不够时，才到农贸
市场买菜。”

家住劳动局家属院的刘
女士说，以前农贸市场内蔬
菜、肉食、调料、馒头、面条等
都很齐全，只逛一个商场就
能买到所有需要的食品。“后
来农贸市场没了卖馒头的，
要到超市才能买到。”此后，
刘女士开始在超市购买蔬菜
等。

原商贩>>

在流动摊点卖菜生意好
5 日，东姚农贸市场北

边约 200 多米，从聊城市劳
动技能培训中心到馨苑小
区，路边有十多户商贩沿街
摆摊。商贩汪金峰正在自家
的“摊位”前等待买主。他的
摊位是一个小三轮车，卖豆
腐、丸子。“

东姚农贸市场关门前，
我是在那里摆摊的。”汪金峰
说，农贸市场关门后，市场里
的商贩们分散到很多地方，
规模大的进驻到附近的其它
农贸市场，规模小的开始沿

街摆摊。刚离开农贸市场时，
汪金峰曾在原东姚农贸市场
东侧的兴华农贸市场租摊
位，但不长时间就干不下去
了。“兴华农贸市场有 30 多
个摊位，好的摊位早就有人
了，我租到的摊位位置偏，生
意不好只能出来。”

从兴华农贸市场出来
后，汪金峰开始在街边摆
摊。“这里每天收 3 元钱，原
来在农贸市场每天租金 20
元，流动摆摊生意也比在农
贸市场好。”

紧挨着汪金峰的一对
卖菜的夫妇也是东姚农贸
市场关门后来流动摆摊的。
他们的生意很好，记者采访
了 20 多分钟，摊位前一直
有四五位市民买菜。

曾在该农贸市场卖菜
的另一位商贩说，农贸市场
内光线不好，但出租方为节
省开支，不允许开灯，而市
场内的地板砖又很滑，有些
市民买菜时会打滑。他认
为，这都是出租方需要整改
的地方。

部门分析>>

合理经营，一定有利润
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农贸市场在建设前经过合
理的规划，而且是在一处老
的农贸市场原址上再建的，
处于居民聚集区。“周围有
很多住宅小区、单位家属院

和城中村，花点心思经营肯
定赚钱。”他分析，出租方认
为不赚钱是因为经营不善。
这位负责人介绍，出租方寻
找到新的投资方式，在农贸
市场的经营上有些分心，导

致经营失败。
这位负责人说，摊贩现

在摆摊的位置也在计划取
缔的区域，一旦为摊贩找
到合理的经营摊位，就会
予以取缔。

▲东姚农贸市场大门紧
闭，门前张贴着“出租大型商
场”的条幅。

原来在东姚农贸市场的
商贩转到流动摊点卖菜。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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