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市一收摊，
留下垃圾满地
夜市卫生、治安、商品质量都亟待升级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孟敏 见习记者 张文 实习生 姜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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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人对夜市有着深厚
的感情，在论坛上，有不少关
于夜市的大讨论，“积极分
子”还创建了“地摊群”，大家
分享生意经，也借机推销自
己的商品。不过，为不扰民、
维护城市形象，济南曾多次
取缔市内夜市，包括名噪一
时的大观园夜市，一些夜市
从此销声匿迹。

夜市到底该不该取缔？有
两种不同声音，有人说，夜市
影响了城市形象，带来一系列
问题，“天天晚上的叫卖声持
续到11点多，夏天要到深夜12

点，晚上回家把路堵得进不去
家门，扰民啊。取缔好。”一位

家住夜市附近的居民说。也有
人认为，夜市既可以解决就业
问题，又能满足人们消费需
要，“一刀切”取缔有些不近人
情，“不支持取缔夜市，能买多
少便宜的好东西啊”，一位市
民在论坛上这样留言。

事实上，对这个问题，一
些城管执法人员也找不到标
准答案。一位执法人员就表
示，目前夜市身份的合法性
比较模糊。一方面，它的存在
体现了社会供需，尤其不少
摊主是下岗职工或者无业人
员，或勤工俭学的在校大学
生，要是撤了他们的摊子于
心不忍，“都怪不容易的，尤

其一旦要罚款，面对那些孩
子很不忍心。”但另一方面，
大量小摊贩的聚集造成占道
经营，也给交通、消防带来隐
患。他就时常接到夜市附近
居民的投诉电话，“很矛盾”。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
理学院副院长王佃利认为，每
个夜市的产生都有特定的背
景，它们大多处在交通便利的
地方，又能给人们生活带来便
利，一些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
应该取缔，但大多数通过有效
管理，可以进入有序状态，就不
必取缔，政府部门在行使管理
职能的同时，也应考虑公众便
利。

夜市该留还是该撤？
一些夜市已被管理部门默许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孟敏 见习记者 张文 实习生 姜东林

实践证明，夜市像是有股
强大的力量，一些夜市在取缔
后反复“重生”，有种“野火吹
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感觉。

“对于那些影响较大的夜市，
仅仅靠执法人员进行蹲点巡
视，根本就管不住。”一位城管
执法人员透露。更有多名城管
执法人员据此总结，要想全部
取缔夜市不现实。

在省城，夜市管理规范
由各区城管执法局和街道办

事处执法科联合进行。在大
部分夜市，管理单位派人在
夜市结束后打扫卫生，但并
不收取费用，“一旦收取管理
费用，就表示承认了夜市的
合法性。”

而事实上，一些规模较大
的夜市已经得到相关部门“默
许”，摊主们每晚需向管理部
门缴纳几元管理费。而在文化
东路、花园路路北等处夜市，
摊主只要在一定的时间点后

出摊，就会很“安全”，摊主们
说，过了那个点儿，就不会有
人来撵，而这些，管理人员是

“心里有数”的，对此，一家街
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并没有否
认。

尤其天冷后，由于逛夜市
的市民人数减少，一些夜市受
到的约束也较夏季少，原本

“晚上9点后才能出摊”的规定
也有所松动，摊主们6点就忙
活起来。

部分夜市，管理部门派人打扫卫生

一边是市民的强烈需求和摊主的营生需要，一边是其带来的种种问题。是存是
废？是疏是堵？夜市，这个在夹缝中存在的经营形式，从一出现就考验着管理者的智
慧。

撤还是不撤，城管执法人员很纠结

白天干净的路面晚上变得不堪

“每天夜市一收摊，就留下一路垃圾。”在
历山路附近工作的张先生说，每天晚上10点
下班的时候，都能看到文化东路夜市结束后
丢弃的各种垃圾，很难想象白天干净的路面
到了晚上变得如此不堪。

周边市民享受夜市带来的便利，但不欢
迎夜市带来的垃圾。住在山师附近的崔女
士说，当初在这里租房时就是觉得有文化
东路夜市，随时能买到日常生活用品，大晚
上下班回家也能买到吃的，租金贵点也值。

“要是摊主们收摊时能各家自扫门前‘垃圾’
就好了，这样整个夜市的卫生会改善很多。”
崔女士说。

这些夜市留下的垃圾给环卫工人制造
了不少麻烦。“以前扫这段300多米的路，
只要半个多小时就够了，夜市搬来之后，
得清扫一个半小时。”一名工作了17个年头
的环卫工表示，他负责清扫的区域正好包
括夜市这一路段，每次扫起来都要多费劲
儿。

夜市人多眼杂容易带来安全隐患

逛着省城灯火摇曳的夜市，市民喜爱之余，也有不少意见：环境脏、治安

乱、卫生差、产品次，这些都阻碍夜市的品质升级。

在夜市拥挤的人流中，潜藏着一些未知的
安全隐患，夜市附近的商家曾有不同程度的

“受伤”。“开了三四年店，一直没有什么事，搬
来半年之后，就被盗了一次，损失了几万元。”
在市立五院夜市边开了个店铺的孟女士觉得
夜市人多眼杂，容易带来安全隐患。

在这个夜市附近五金机电市场做保安的
张先生也表示，夜市人流太多，给他们的工作

带来了不便，“特别是晚上九点到十点这一段，
需要特别注意”。

在花园路附近居住的张女士上次去逛夜
市，被小偷盯上了，从后面悄悄把手伸到了她
口袋里，当她伸手拿钱包时，一下子碰到了一
只手，吓了一跳。“幸好钱包没丢，里面装着所
有的银行卡和证件。”张女士说，从那以后，她
逛夜市时就开始多留心了。

山大二院外的夜市就摆在北园大街上，
一到了晚上，人行道上就摆满了摊位，不仅占
用了人行道，有的还直接摆在路边店铺的门
前。“自从半年前夜市搬到这边来之后，晚上
顾客都进不来，小店的营业额减少了近30%，
直接影响了生意。”在路边经营一家日用品店
的孟女士说。

“摊位摆到了周围商家的门口，影响了别
人生意，是需要交摊位费的，少则10元，多则
20元。”在文化东路摆摊的一位王姓摊主说，

尽管这样很多商家仍然觉得不划算，不愿意
夜市进来。对夜市给附近商家带来的一些问
题，店主们也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一位王姓
业主支招说，希望把夜市移到没有门面房的
路边，“可以把夜市整个往北移到历山北路那
块，谁也不挡多好。”还有的市民建议投资建
一个夜市大棚，专门供摆地摊的小贩使用，既
便于管理又不影响附近商家，“说不定还能形
成一个有特色的景点夜市。”附近居民何先生
说。

商品五花八门质量难以保证

“我在窑头路-燕山银座夜市淘了件套
头衫，摸着手感不错，回家一穿掉了一身毛，
还把短裤也沾上了毛。”爱逛夜市的王女士
一直喜欢在夜市上淘东西，淘到了不少宝
贝，但偶尔也会看走眼，“要是夜市的衣服质
量更有保证一些就好了，不像现在夜市淘宝
就图个新鲜、好看。”

石门小区夜市、全福立交桥夜市、燕子
山路中段夜市、文化东路夜市等多家夜市上
服装、鞋帽、玩具、拎包等应有尽有，但都以

低档品为主，质量较难保证。“买双拖鞋，穿
不了几天鞋底就磨破了，买个插销，用不了
几天就坏了。”这是很多市民亲身经历过的
事情。

正因为用的难保质，吃的生意反而更火
一些。烤鸡翅、臭豆腐、麻辣烫等食品的摊铺
前挤满了人。“夜市生意不错，冬天也能卖到
晚上10点半。”烤鱿鱼串儿的摊主张女士和
丈夫辛先生两人各摆了一个地摊，专门靠夜
市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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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小摊抢了路边店铺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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