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市摊位堵住小区门口
车辆进出难，希望有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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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本报聊城 2 月 13 日讯(记者
刘铭) 本报“民意直通车”开通以
来，受到众多市民关注，纷纷将生活
中的所遇到的问题反映给本报，并提
出了诸多好的建议。市民闫先生说，
聊位路设立了便民早市，确实不错，
但早市却影响了交通和环境卫生。

家住聊城市文化路附近一小
区的闫先生说，聊城市市政管理局
和行政执法局在聊位路上设立了
一个便民早市，确实方便了老百姓

生活，但是由于管理不到位，也给
附近居民造成了许多不便。“少数
商贩不遵守秩序，把卖菜的三轮车
开到路上，加上买菜群众的自行车
三轮车，经常把聊位路南段堵个严
严实实。”附近居民每天早晨上班
经常被堵在小区里面出不来，而且
越是在小区门口、路口，卖菜的摊
位越多。附近小区和土杂市场进出
聊位路的话，需要经过人行道几个
为数不多的开口才能进入聊位路

的机动车道，人行道都被卖菜的和
买菜的占满了，汽车根本出不去也
进不来。

闫先生说，有摊贩经常把烂菜
叶丢得到处都是。闫先生建议，可以
将便民早市全部移转到聊位路东
侧，这样既不影响早市的经营，也
解决了附近居民的交通拥堵问题。
目前聊位路东侧空余了许多摊位，
完全可以容纳西侧的卖菜摊位。

据了解，商贩扎堆在西侧摆

摊，原因有两个，一是聊位路东侧
有的摊位卖得东西不多，可是摊子
却非常长，一摊位要占用其他普通
摊位的几倍的面积；二是聊位路东
侧路的台阶比西侧高，卖菜的摊位
又必须摆在台阶上面，有些卖菜的
三轮车开不上去，而可以开上台阶
的斜坡数量有限，一旦斜坡被别人
挡住，那么位于中间的大片摊位就
白白浪费了。

闫先生建议，可以对这些超面

积占用摊位的商户进行区别，按长
度收取管理费；在东侧路边多增加
一些可以让三路车通行的斜坡，这
样可以更好地利用东侧的摊位，而
不必在西侧集中经营，影响交通。

近年来，聊城市城市建设快速发展，人
们生活和出行也更加方便便捷。但一条刚建
不久的马路，因为不断增添通信、供电、供水
等功能，而屡遭“开膛破肚”。为避免这种情
况，在市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期间，聊城市
政协委员张丽华提出可以建设地下“公共管
廊”，降低城市建设成本。

张丽华介绍，城市道路频遭“开膛破肚”
不仅给社会资源带来极大浪费，也给老百姓
生活带来不便。马路一次开合，快则一周，慢
则数月，极大影响市民出行，且挖掘城市道
路的直接成本也很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
因，首先是城市规划不科学，缺乏前瞻性，并
且随意性太大，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其次，道
路频遭“开膛破肚”也与目前水、电、气、通讯
等部门各自为政、缺乏统一协调的城市管理

体制有关。
张丽华提议，可以参照推广北京、上海

等城市建设地下“公共管廊”的做法，管廊建
成后，每隔一段距离留有一个操作井，管线
安装、检修、故障排除等工作全在隧道内部
进行，此后，如果地面建筑增加，需要增设的
管线，直接从“公共管廊”里预留的通道装
入，这样可避免频繁地对马路“开膛破肚”。

13 日，记者走访聊城市区道路发现，每
隔一段道路都会有一个窖井，有的窖井井盖
已不知去向，影响了市民的出行。聊城市住
建委表示，城市道路频遭“开膛破肚”是城市
发展初期的通病，主要原因是城建资金相对
紧张，往往资金大都投入到道路建设上，没
有像发达城市那样在地下投入大量资金。目
前，聊城市古城区 1 平方公里改造中主干道
按规划实施了综合管沟，可以避免此类问题
的发生。

此外，市住建委建议规划部门超前规划
设置“管道通廊”减少开膛破肚现象，在没

“管道通廊”的道路施工中加强监管力度，定
期召开排水、燃气等有关单位的管网协调
会，能不破则不破，减少道路交通影响。

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尝试综合管沟

路面“开膛破肚”现象将减少
本报记者 谢晓丽

振兴路一处曾被“开过膛”的路面破损严重，已露出钢筋石板。(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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