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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规模可观的“野市
场”难住了很多部门。位于
段店立交桥南200米处的一
销售食品的马路市场，给政
府部门的监管提出了一个
很现实的挑战，直接考验的
是这些政府职能部门的“联
合战斗力”。

13日上午，针对这处市
场的治理整顿，济南市食安
办以及多家职能部门联合
召开了协调会。敞开式的会
议也让与会的媒体见证了
整顿的研讨过程：是坚决取
缔还是规范改良，大家意见
不一 ，需要上级部门再决
策。显然，要想立即解决这
处市场存在的问题，确实有
难度。

市食安办召集的这次
整顿协调会，参与探讨研究
的主管部门有：市质监局 、

工商局 、公安局 、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城管局以及市
场所在的市中区和槐荫区
食安办有关负责人。这些部
门都有不同的执法或行政

权限，协调起来并不容易。

各部门能坐下来一起研讨
整顿的可行性，就已经迈出
了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不管
治理整顿有多难，各部门的
争议分歧有多大，都不应该
是让这处野市场继续涣散
下去的理由。不出事也许没
有谁来追究责任，一旦出现
食品安全事故或出现人命
关天的道路交通事故，大家
都会有“不作为”的嫌疑。

事 因 难 为 ，方 见 真
“力”。既然揭开了段店这处
“野市场”的盖子，老百姓就
会盯着职能部门的行动，想
看到职能部门关爱民生的
执行力 。就连这个市场的
一名小贩都说，“只要站三
个交警，这处市场就干不下
去了。卖货的买货的都是开
车来的，只要见到违法停车
就开罚单 ，大家肯定怕 。”

但愿这处市场能尽快得到
严密的监管 ，为百姓的食
品安全补上这处破损的“篱
笆”。

本报3月13日讯 (记者
孟敏 林媛媛 ) 你买

的羊肉是不是纯羊肉？什
么颜色的花椒是天然健康
的？颜色鲜艳的枸杞是天
然的还是染色的？3月1 5
日，由本报张刚大篷车与
济南市食品安全办公室联
合 举 办 的 3·1 5 特 别 活
动———“食为天·聚焦食品
安全”活动将在洪楼广场
举办，食安办的专家将为
市民提供专业的食品安全
知识宣传和解答。

近期，本报“食为天·
聚焦食品安全”栏目刊发
的系列稿件引发了广大读
者的热烈反响，很多市民
纷纷拨打96706123热线反
映自己遇到的食品安全问
题。在3·15到来之际，本报
将联合市食安办走进洪楼
广场，现场为市民提供食
品安全知识宣传，回答市
民遇到的食品安全问题。

2010年3月15日前，在
消费者权益保障日到来之
际，张刚大篷车发出第一
站，开进市中区七东社区，
为居民免费检测食品安
全，受到市民欢迎。两年
来，本着“走进社区，服务
社区”的原则，张刚大篷车
在济南市多个社区举办了

130余期活动，既包括免费
鉴宝、免费校对血压计之
类的义务服务活动，也包
括社区运动会、柔力球大
赛之类的趣味性活动，还
包括助贫迎春、建立爱心
图书室之类的公益活动。

在2011年10月6日，张
刚大篷车迎来百站，齐鲁
晚报为此召开研讨会。随
后在实践“走转改”活动
中，张刚大篷车与济南市
20多个职能部门建立共建
联系点，在近百个社区建
立基层联系点，在济南公
交总公司、长途汽车总站
等窗口行业单位挂起大篷
车联系点大牌匾，进一步
拉近报纸和百姓的距离。
在2011年年底，张刚大篷
车落实“三下乡”活动；在
今年2月，在全省17市同步
举办大篷车农民工招聘
会，大篷车从济南走向了
全省。

3月15日上午10时30
分，在开行两周年之际，张
刚大篷车再次关注百姓餐
桌，在洪楼广场举办“食为
天·聚焦食品安全”活动，
现场教市民如何鉴别假冒
伪劣食品。如果您对食品
安全心存疑问，欢迎前来
咨询。

本报3月1 3日讯 (记者
马云云 实习生 袁苗 ) 1 3
日，本报以《这处“夜半野市”
还要存在多久》为题，对段店
立交桥南侧200米一销售食
品的马路市场乱象进行了报
道，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13日上午，济南市食安办召

集市质监局、工商局、公安
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城
管 局 以 及 市 场 所 在 的 市 中
区、槐荫区食安办有关负责
人举行了专题会，研究探讨
该市场的整顿问题。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市
场隐蔽，媒体也很关注。”专题

会一开始，市食安办主任孙法
星就直陈这处“野市场”的“几
宗罪”，他说，市场位于二环西
路上，影响了道路交通安全，
而且存在一定的食品安全隐
患，影响了济南形象，“随着气
温逐渐升高，食品的安全问题
将更令人担忧。”孙法星说，把

大家召集到一起，就是要
研究这处市场由谁来管、
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并
最终形成意见向市政府汇
报。

据相关部门摸底，这
处市场为自发形成，处在
市中、槐荫两区交界处，

每天凌晨 2 时至 7 时之间营
业，涉及几百户摊主，南北绵
延约270米，有面包车、小货
车、三轮车150至200辆，摊主
除来自本地外，还有一部分
来自河南、湖北等地。

与会职能部门相关负责
人均对整顿该市场持赞同态

度，认为必须阻止不合格食品
流入市场。“应该坚决取缔”、

“我认为应该以疏导为主”、
“两个区都有业户，一边监管
就躲到另一边去了，另一边监
管又跑到这边来了，所以单靠
一个区、一个部门弄不好，需
要市里牵头，大家一起使劲

儿”……在持续一个半小时的
专题会上，围绕着该采取何种
方式整顿，多名相关负责人积
极出主意、想办法。

最终，专题会就如何规范
整治这处“野市场”形成初步
意见，市食安办要求相关责任
单位进一步摸清情况，提出具

体措施，下一步将从市级层面
上进行部署，并将于近期形成
解决方案。“将以所在的市中
和槐荫两个区为主。”孙法星
说，相关部门届时将联合行
动，统一向经营业户发布公
告，确定整治原则和日期，彻
底解决该市场存在的问题。事因难为，方见真“力”

本报记者 董从哲

张刚大篷车两周年啦

3·15走进洪楼广场

教您如何放心饮食

记者手记

一方面是占道经营，所销售的产品质量也可能存在安全隐
患，另一方面却是业户们赖以生存的买卖，同时满足了部分人的
低消费需求，“夜半野市”就这样尴尬地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对这样的市场，该坚决取缔还是规范引导？您有什么好建议，可
以拨打本报热线96706123说说。

您有啥好建议

欢迎来电说说

在13日的专题会上，对段
店立交桥南侧的这处“夜半野
市”，各相关部门和所涉辖区均
表示十分有必要联合进行整顿，
至于是该“堵”还是该“疏”，与
会负责人进行了热烈讨论。

观点1：

必须坚决取缔

“本身就是占道经营的马
路市场，应该进行取缔。”市中
区食安办有关负责人第一个
发言。他表示，该市场占道经
营，且缺乏监管，加工的食品
存在安全隐患，应该取缔。不
过，由于涉及两个区，所以该

市场存在监管协调不力的问
题，建议多部门协调。市场涉
及的另一个区槐荫区食安办
有关负责人也持相同观点。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该市场应
坚决取缔。他同时建议，如果
取缔的话，应先发通告，告知
业户占道经营是违法行为，应
在什么时间之前搬走，取缔之
后，应引导他们进入周边合法
的经营场所。

观点2：

强堵不如慢疏

并非所有与会负责人都

同意采取“堵”的方式，有人认
为，在这里经营的业户大多是
弱势群体，市场对这里的食品
也有一定需求，所以一次性取
缔未必合理。

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建
议，应该采取疏导的方式进行
管理，不能“一棍子打死”，应
帮助业户就近找场所，引导他
们进行合法经营。

对此，市公安局有关人士
持相同态度。他认为，市场取
缔后，业户可能会想办法跑到
其他地方经营。他举了英雄山
和济阳一劳务市场的例子说，
有时候强制取缔的效果可能
不如慢慢疏导。

“夜半野市”该堵？该疏？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实习生 袁苗

13日，市食安办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举行专题会讨论“夜半野市”整治措施。

市食安办召集相关责任单位讨论整顿措施

“夜半野市”整治 有望近期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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