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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调查

对于规划便民摊点群，市民也普遍
看好。不过，大家希望摊点群规划位置
还要方便买菜。

20 日上午，在健康路便民摊买菜
的市民孙女士说，她就住在附近，虽然
离着交运菜市场挺近，可还是觉得在家
门口买菜方便。“买菜是方便了，可每到
上下班本来就不宽的健康路就被小商
贩堵得死死的，从我家门口到东昌路不
足 600 米的距离，有时开车得要 10 多
分钟。”孙女士说，商贩们离开以后，路
上还会留下很多垃圾。

孙女士说，要是把这些商贩全部撵
走也很麻烦，买菜就得跑到菜市场。“现
在好了，便民摊点几乎解决了所有麻
烦，既能就近买到新鲜菜，也不用担心
上下班时间堵路。”

“虽然就是多走两步的事，但有时
候就是懒得上去。”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虽然有些便民摊点离路口不足 10
米的距离，但还是有些居民希望能不用
上人行道，就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
西。“相关部门设置摊点群前，最好逐个
实地调查一下，看市民买菜是不是方
便，别随便指个地方。” （张召旭）

20 日下午，记者在新纺街青年桥
南侧路西的人行道上看到，市政部门
设好了便民摊位，每个宽 3 米，已有五
六个商贩搬到了便民摊上。卖水果的
李师傅说，他们几个平时就在这附近
卖东西，一般都是在机动车道上卖，只
要执法车一来，由于没有非机动车道，
就得赶紧把车子推到人行道上，要不
然就得罚款。“现在好了，以后卖东西
不用再东躲西藏。便民摊和我们原来
摆摊的地方相隔不到 1 米，市民买东西
还是挺方便，也不愁没生意可做。”

在健康北路卖蔬菜的王先生和妻
子都是下岗职工，有一个读大一的女
儿，没有其它生活来源。两人本打算租
个门脸房开家粮油店，可租金太贵，没
办法只能在马路上卖些蔬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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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执法局“打
游击”。王先生说，以前见了执法车就
躲，卖个菜也得提心吊胆，就怕被城管
逮住。现在这里有了便民摊，自己只要
规范经营，生意肯定差不了。

记者走访青年桥、卫育小区、青年
林等多处便民摊点了解到，对于便民
摊点群的设置，不少商贩都表示赞成。

“这是好事，我们从‘马路游击队’成了
‘正规军’。”

本报聊城 10 月 20 日讯(记
者 张召旭) 16 个便民摊点
群陆续“开张”， 20 日，设
置好的便民摊点有的红红火
火，北新纺街便民摊点却冷冷
清清。

20 日上午 11 点 10 分左
右，记者赶到新设置的北新纺
街便民摊点群，发现这里没有

商贩，摊点群所在位置被一个
经营街头麻将的小贩占据。在
摊点群东南方向不足 20 米处
的新纺街与振兴路路口，有四
五个商贩在卖东西。按照规
定，这个摊点群的经营内容为
水果、蔬菜、餐饮，经营时间
为上午 10 点半到晚上8 点。

“昨天就知道那里设成了

便民摊点，之所以不愿意去，
并不是因为一天要收 3 块钱的
管理费，而是那里有点偏。”
在新纺街与振兴路路口卖水果
的刘先生说，虽然便民摊离路
口不足 20 米，可路口人流量
大好做生意。要是把摊子搬过
去，他担心市民不愿意多走这
几步去买东西。

“我在这里卖了这么长时
间菜，很清楚市民的习性，大
家都已习惯不下电动车就能买
到新鲜蔬菜。让大家把车子推
到便民摊前买东西，我估计有
点难。”同在路口卖蔬菜的郭
先生说，如果在便民摊上没生
意可做，那他宁可在路边“打
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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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上午 11 点 10 分左右，新设置的北新纺街便民摊点群没有商贩，所
在位置让一个经营街头麻将的小贩占据（上图）。摊点群附近路口有四五个
商贩在卖东西（左图）。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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