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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野市”党杨路上再开张
那边取缔这边另起炉灶，如何彻底治理成难题
本报记者 赵伟 实习生 李杨伟

食品价格便宜

买的多是熟客

4日凌晨3时30分左右，在党
杨路王府村路段，昏暗的路灯下，
陆续有面包车、三轮车等车辆到
来，在辅道上由北到南依次停好。
那些晚来的摊主看到西边的车辆
已经排开百余米，就把车辆在主
干道上紧挨绿化带的一边重新排
起，大部分摊主直接将货物放到
车上卖。到4时左右，七八十家摊
贩的车子排成了三排，南北长百
余米、东西宽七八米的野市场已

经形成。
前来批发的商贩逐渐多了

起来，摊主们在各自的摊位上忙
着招揽生意。记者看到，羊血、
猪下货、肉丸、拉皮等食品应有
尽有，卫生状况则令人担忧。记
者以顾客的身份询问猪耳朵的
价格，摊主说每斤 11元，比超市
要便宜七八元。一名买主走到卖
羊血的摊位前，非常熟悉地打招
呼，随手提了两袋羊血，连价格
都没问直接过秤付款。随后他又
来到旁边一辆车里，提了几袋类
似肉丸的东西，同样不讲价直接
付款。

在这些摊贩交易时，不时有
几名戴着红袖箍的人在车辆中来
回穿梭，红袖箍上写着“值班”二
字，他们负责对车辆停放进行管
理和秩序维护。

开张一周左右

摊贩很快聚集

这处野市场出现了多久？据
反映情况的市民张先生介绍，这
处野市场开张也就一周左右。

这些摊贩是哪里来的？记者
在暗访中了解到，这些摊贩以前
多在腊山立交桥附近经营。前段

时间被相关部门取缔后，他们就
找到了现在这个地方。“由于都是
熟人，经过口耳相传，大家很快就
聚起来了。”几名摊贩介绍。

“我们也是没办法。”一名卖
猪下货的摊主称，他干这个有好
几年了，笼络了不少老主顾，要是
不干这个，就没法挣钱生存，明知
道没有食品卫生合格证，占道经
营也不对，但个人也没啥办法。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一些
摊贩也希望能有一个稳定的经营
场所。“这么冷的天，谁想起这么
早就来摆摊？要是能有一个稳定
的地方就好了。”一名摊贩表示，

希望相关部门不要只是取缔了
事，那样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要是再把这里取缔了，为了
谋生，我们还会转移到其他地方
继续经营。”

想要彻底清除

须从源头治理

从去年下半年至今，本报
对腊山立交桥南、二环西路两
侧自发形成的半加工食品交易
集散地进行了多次报道，引起
了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市食安
办等六部门及市场所在的市中
区、槐荫区食安办有关负责人
举行专题会研讨该市场的整顿
问题。3 月 2 0 日，六部门联合下
发通告，决定即日起依法清理
整顿这处野市场。

如今，腊山立交桥南的市场
被取缔了，大部分摊贩却又转到
党杨路上经营，如何彻底清除“夜
半野市”成为相关部门一个难题。
市中区城管执法局一名工作人员
介绍，腊山立交桥原先的野市场
有十几年历史了，摊贩都有固定
的销售客户，治理起来非常难，很
容易出现“清除一处，又转到另一
处经营”的情况，要想彻底清除，
需要相关部门从源头进行治理。

“严查这些不合格食品的销售渠
道，到底是谁在买这些不合格食
品，只有切断了这条利益链，才能
真正见效。”

4月4日，记者将党杨路出现
“夜半野市”的情况反映给了槐荫
区食安办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
称，需要调查了解后再决定如何
处理。

“‘夜半野市’又转到党杨

路上经营了。”近日，热心市民

反映，本报连续追踪报道的腊

山立交桥南侧“夜半野市”被

相关部门取缔后，大部分商贩

又集中到了党杨路上重新开

始占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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