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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来了，小贩不跑了
本报记者体验城管执法，剑拔弩张的场面很少见
文/本报记者 殷亚楠 片/本报记者 戴伟

执法对象：摊贩、商户

劝走菜农

不没收东西

“这些菜农也不容易，大老远
跑到市区卖菜。”济南槐荫区营市
街中队副中队长徐岩小声对我
说，平时都是把他们劝走，不会没
收东西。

营市街中队所辖片区属于
槐荫区较繁华路段，管理占道
经营的压力较大。2011年 12月
9 日 8 点多，中队接到营市街办
事处的电话：要求尽快过去清
理占道经营。

9点左右，我和营市街中队中
队长曹梅、副中队长徐岩乘执法
车来到营市东街。营市东街中段
在铺设暖气管线，路面已平，但人
行道花砖还没铺好，使得附近路
段可通行的宽度变窄。

“ 赶 紧 走 吧 ，这 里 不 能 摆
摊！”路中段岔路口处，三个菜
农在路边摆摊卖菜，曹梅上前
进行劝说。虽然执法人员到了
跟前，菜农并没有立即收摊，而
是照常做买卖。

“已经告诉你们这里不允许
摆摊了，路太窄，赶紧收拾东西走
吧。卖菜可以去蔬菜直销点，如果
不知道地方，我们开车带你去。”
曹梅提高了嗓门。

“直销点那里车很多，没地方
了。”中间的菜农皱着眉头，开始
动手收拾菜筐，徐岩也蹲下帮他
往菜筐里装西红柿。

趁我们帮着装菜的间隙，旁
边的菜农又卖了几棵白菜。“卖完
这一份就不能卖了。”曹梅说。

装好菜，看着三人离开，我们
继续前进，来到营市东街南段的
一排门头房。这里有十几个门头，
不少商户把东西摆到路边招徕顾
客。看到执法队员，一些商户一边

热情地打招呼，一边把自家门口
的摊子收到屋里。

这里都是老业户，执法人员
常来这条街转悠，双方已经熟悉
了。不到十分钟，这一段就清理完
了。

执法对象：小超市

商户不高兴

顾客跟着帮腔

在济南第九职业专业学校
西侧，一个小超市门口“伸舌头”
了。曹梅要求店主把东西往屋里
收收。店主很不高兴，收拾东西时
说：“老伴有糖尿病，天天得吃药，
就靠我一人一千来块钱的退休
金，我不卖东西怎么生活？店面这
么小，东西放屋里顾客看不着，不
好卖……”

曹梅、徐岩没说话，我也只
能苦笑着说：“这路太窄了，小
学生一会儿放学回家走着不安
全。”我们一起帮她把东西往屋
里搬。搬东西时，发现门头实在
很小，货物摆得满满当当，两个
人站在屋里都转不开身，我的
心里有些矛盾。

正搬东西时，来了个中年顾
客。他听到店主的话后也跟着说
了几句，“就是，人家那么困难，还
不让卖东西？”

看到有人帮着自己说话，店
主的火气越来越大。我在那里很
尴尬，生怕店主情绪失控。收拾
完，我们三人就撤了。徐岩说，这
个店主算是脾气好的，有的摊主
很不讲理。2005年的一天，他和四
五个同事在经十路执法时，看到
有人在路边卖瓜便走上前去。“还
没来得及张口说话，瓜农就跳上
三轮摩托打着火，对着我们就冲
了过来。我们赶紧往旁边躲，中间
闪出一条路，三轮车便扬长而
去。”

“还有一次更委屈。”徐岩说，
2011年8月份的一天，他和名一
同事把执法车停在营市西街边，
当时两人坐在车里。突然，一个老
人来到车窗前，迎着他就来了一
句：你们这个单位是最黑、最坏的
部门。

骂了几句，老人接着就走了。
“我们什么都没干，冷不丁被这么
一骂，真是很生气。后来想想，咱干
的就是这个工作，也就不难受了。”
徐岩说，也许是那人碰到了不如意
的事，想找个地方发泄一下。

当天中午，我们来到营市
街东侧的济南营东小学门口维
持秩序。营市街中队是济南最
早和学校联合开展“大手拉小
手”活动的执法中队，在小学门
口 加 强 上 学 放 学 时 段 执 法 保
障、加大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和
安全保卫力度。

执法对象：早餐摊

违规摆摊

商贩“平和”受罚

经十路是营市街中队占道

经营的主控区域。每天早晨，市
立五院南门都会聚集一些卖早
点的摊贩。曹梅说，五院南门也
可以摆摊，但最迟不能超过早
晨8点半。

工作日，摊贩们还能遵守时
间。到了周六，有些摊贩认为执法
人员不上班，可以超出规定时间，
甚至摆上一天。

2011年12月10日，星期六，
营市街中队在上午9点对市立五
院南门的早餐摊点进行了突击检
查。执法车来到五院南门时，商贩
们还在忙着卖早点。曹梅下车对
众摊贩说，“去中队处理吧。”5个
商贩收拾摊子，推着车子去了营
市街中队。

徐岩解释，这属于“暂扣”工
具。他们对这些商户的基本情况
都了解，“都挺听劝，这次暂扣主
要是对他们予以警告——— 不要超
过8点半的时间界限。”

商贩也知道违反了规定，
表现得比较平和。下午 2 点多，
商贩们到中队填写了材料、交
了罚款，领回了各自的工具。有
城管队员告诉我，“流动性的占
道经营都是当面收缴罚款，其
他的罚款走银行，这些钱都得
统一上缴。”

曾几何时，“城管来了，小贩飞奔”的镜头深深刻在人们的脑海里。不仅是城管与小贩，业主与物业、拆迁方与被
拆迁户、医生与患者、承包方与农民工等，也有着类似的冲突和矛盾。现在，这样的情形是否有所改变？矛盾双方真
的不可调和吗？这些矛盾该如何去解决？

即日起，本报“民生万里行”走基层栏目推出“角色互换——— 今天我是你”系列报道，通过本报记者的体验，走进
矛盾双方的世界；通过角色互换，找到他们的矛盾点，以期达到相互理解化解矛盾。

编者按>>

本报记者殷亚楠和城管执法队员在中午放学时维护校园周边秩序。

有城管执法队员说过，

清理占道经营不过是日常

工作内容的十分之一，但这

十分之一却成为诱发执法

人员和执法对象间矛盾的

焦 点 。临 近 春 节 ，摊 贩 活

跃，近日，本报记者来到济

南槐荫区城管执法局营市

街中队，与城管队员到一线

进行执法管理。

城管有话说>>

挨骂次数

越来越少了

对于网
上“城管打
人”、“城管
踹商贩三轮
车”之类的
帖子，济南
槐荫区营市
街中队曹梅
中队长说，
营市街中队
从来没出现
过这样的情
况。在老百

姓眼里，穿着深蓝色制服或开着
喷有城管执法字样车辆的人员
即为城管。据了解，这里不仅有
城管执法局的城管队员，还有街
道办事处城管科工作人员，甚至
有些小区物业人员、城郊部分社
区协管员，也买类似城管制服的
衣服穿。

对于有城管暗中收取摊位
费的说法，有城管队员表示，他
们的编制属于公务员或事业单
位，不会为收百八十块钱的摊位
费砸了自己的饭碗。

近年来，济南市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改变过去单纯“查、扣、
罚”的刚性甚至是粗暴的管理模
式，代之以“劝、引、帮”的全新柔
性管理，使执法者和执法对象的
关系缓和很多，城管形象也比以
前大有改善。“像设立西瓜摊点、
周末蔬菜临时直销点等，给摊
贩、进城农民提供了不少方便”。

营市街中队的几名城管队
员说，虽然现在执法时仍有一些
人不理解他们，但明显感觉工作
起来比前几年顺了，商户吵闹、
莫名挨群众骂的经历越来越少。

本报记者 殷亚楠

▲体验记者：殷亚楠

营市街中队城管队员突

击清理占道经营，本报记者殷亚

楠(左一)与执法队员一起帮菜农

往筐里装西红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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