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红大街，到底该咋治理
┮兼顾市容、民生，菏泽对这一老牌商业街展开新一轮治理
┮记者调查发现，治理首日矛盾重重，地摊、商铺、行人都难满意
本报记者 景佳 见习记者 张朋

治理首日

效果并不明显
本报记者 景佳 见习记者 张朋

尽管执法人员辛苦忙碌了
一整天，但记者跟踪调查发现，
受多重因素制约，首日治理效果
并不明显。

8日上午，看到自己平时的
摊位被画在白线以外后，不少摊
主纷纷走上前去，你一言我一语
地和执法人员争辩。

在一家银行门口，摆摊的侯
女士情绪激动：“我今年63岁了，
在这里摆摊20多年了，不让摆摊
让我咋活？5米以内哪够用？”执
法人员向其解释：“不是不让摆
摊，而是规范摆摊，5米以内若不
够，我们回去还可以再研究。”

尽管得知路沿石以下不准摆
摊是出于交通考虑，一位经营冷
饮生意的何摊主对16点30分之后
才让摆摊还是有些抵触，“这么晚
出摊还不让沿街，我的冷饮卖给
谁去啊！”执法人员告诉他，路沿
石以下不准摆摊，主要是考虑交
通问题。

记者同时注意到，这些沿街摊
点全部出摊后，划定的区域根本不
够用，尤其是卖衣服的摊点，近一
半摊主“出线”，占据白线与沿街门
市之间的空间。

“让摊主们能摆摊，门市能做
生意，行人能过路，三方面都满意，
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工作的难
点。”菏泽市城市管理局城管执法
支队副调研员周长松说，下一步会
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调整。

近期，东方红大街夜市摊点不按规定时间出摊经

营，随意占压道路造成交通堵塞，给过往市民和沿街

商户带来诸多不便。基于此，8日起，按照菏泽市委、市

政府部署，菏泽市城市管理局结合现状，展开市容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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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摊位挨摊位，11米宽人行道几乎全被占

东方红大街位于菏泽老城
区中轴线上，是百年闻名的商业
街，人流车流密集。近年来，随着
城市发展，东方红大街也随之变
化，但步伐相对滞后，尤其是密
集出现的沿街摊点成了焦点。

连日来，不少沿街商户投
诉称，这些摊点大多不按规定
时间出摊经营，随意占压道路
造成交通堵塞，给他们和过往
市民带来诸多不便。“您看看，
这都堵住我的门市门口了。”古
邑商城附近一商店老板诉苦
说，路沿石以上11米宽的人行
道几乎全被摊点占了。

“从三角花园到东方红大
街与广福大街的交叉口处，东
西全长890米，仅沿街摊点就有
230多家。”菏泽市城市管理局
城管执法支队市中大队大队长
胡西全说。

记者调查发现，个体摊主
多是自发占道摆摊设点，并没
有在政府部门备案，除个别摊
主与相邻的商铺达成了“互不
干扰”的默契外，多数摊点处于
自发经营状态。“大街上摊位年
代已久，各摊位之间、摊位和店
面之间关系复杂。”一位长期在
此摆摊的男子说。

措施：划定摆摊范围，严控出摊时间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
提升东方红大街市容秩序，菏
泽市城市管理局城管执法支队
结合现状，制定了东方红大街
市容秩序综合治理活动方案。
在经过了半个月的宣传发动
后，7月8日，支队组织100余人
展开统一行动。

“既整治市容，又兼顾民
生。”胡西全说，考虑到这些群体
的生计，延续百年来的市场人
气，没有选择将这些摊点取缔，
而是采取了规范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划线定位、
缩小部分摊位的摆放面积、严控
夜市出摊时间、彻底清除各种杂
乱的电线、绳丝网、条幅，拆除破
损的门头标牌等。今后，夜市摊
位最宽不得超过路沿石上“五米

线”，类夜市摊位不得设置伸缩
架，遮阳棚、伞不得越线设置，并
摆放整齐划一，夏季16：30、冬季
15：00后才可以出摊经营。另外，
一部分摊位过大的商户要按照
实际情况缩减摊位面积，达到整
体夜市摆放面积缩小，摊位不外
溢的效果。

为确保效果，该局专门成立
以副局长、支队长董灵科为组
长，副支队长张应龙、副调研员
周长松为副组长，相关大队、科
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东方红大街
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8日凌
晨5点，执法人员就赶到了东方
红大街，在两侧的人行道距路沿
石5米处东西向施划两条白线。
直到当晚8点半，这些城管队员
还在大街上挨家挨户做工作。

▲许多沿街商贩都设置了伸缩架，占压道路。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格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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