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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小吃摊需要一张“身份证”
专家建议多建几条早餐街，让摊贩不再躲城管也让市民得口福
本报记者 张亚楠 吴金彪 彭彦伟

从2007年4月份早餐示范街开
业，老潘就在省城甸柳新村的“早餐
示范街”卖鸡柳和汉堡。“不用担心
城管撵，卖得放心多了。”老潘说，他
以前在解放路卖早餐，总是一边做
着汉堡，一边眼瞅着有没有城管过
来，有时候一不留心就被城管“抓”
个正着。“已经4个月没回老家看儿
子了。”老潘老家在章丘曹范镇，现
在和妻子在济南租房卖早餐，他卖
汉堡，妹妹在同一条街上卖煎饼果
子，难得回老家一趟。

无论寒暑，老潘每天凌晨3点多
起床，切肉、土豆丝……不到6点，他
就骑着三轮车到了甸柳新村的摊
点，收拾东西、点燃炉火、招呼客
人……40元一桶油、十多元一块方
火腿、五毛钱一个鸡蛋……老潘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除去房租、食材成
本，他每月能赚2000元左右。“一早
上3个小时，煤气得一直开着，锅也
得随时温着，要不然顾客等急了就
走。”老潘说，“上次超市搞活动，我
刚买了五桶油。”对于食材的安全，

他也很在意。
9日上午，因为大雨的原因，本

来一早上可以卖七八十个汉堡的老
潘只卖出了20多个汉堡。现在老潘
唯一的希望，就是收摊时间能够延
长点。

济南市历下区甸柳新村街道第
二社区居委会主任朱岩介绍，目前
经营早餐的商户在20家左右，由城
管和环卫部门统一管理服务，满足
了小区居民的需求，也解决了部分
小区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

2013年4月份，济南市征集便
民服务盲区，称如果所居住社区500
米半径内无金德利民、超意兴及其
他经营早餐的中式快餐店和统一设
立的早餐工程早(午)餐车，吃早餐
不方便，可以登录济南市商务局网
站，填写《济南市放心早餐服务盲区
调查表》反映情况。经核实确认后，
市商务局将尽快组织放心早餐工程
建设企业进行选点建设。

放心早餐工程承建企业自身
的中心厨房统一进货、统一加工、
统一配送，这样一方面降低了成
本，一方面避免门店单独进货、单
独加工，保证了质量和安全。

为了防止早餐龙头企业抬高
价格，让市民吃得起放心早餐。除
了金德利民、超意兴，济南市商务
局也着重培育其他放心早餐承办
企业。2012年，济南黄记泰和餐饮
服务有限公司、济南康发食品有限
公司、济南果馥亭餐饮有限公司被
认定为第二批放心早餐工程承建
企业。加上金德利民、超意兴、凡夫
子3家，济南市放心早餐工程承建
企业达到6家。

对放心早餐工程中符合标准、
通过全面考核验收的建设企业，一
个中心厨房，最高一次性补助30万
元，经营店面最高一次性补助5万

元，一辆餐车，最高一次性补助2万
元，今年已经开始推进的放心特色
店，最高一次性补助2万。

因为早餐是个“费力薄利”的
行业。近年来，食材成本的上升、房
租成本和人员工资的上涨都让一
些大型早餐企业承担了很大压力。

“盲点也都看得到，但现在市区店
面光租金一个月就上万元，赚不到
钱。”一位快餐连锁店负责人抱怨。

业内人士指出，政府应该起引
导作用，但也不应过多干涉。只要
卫生质量能保证，小吃摊和连锁企
业同样值得尊重。早餐市场需规
范，也需要“百花齐放”。

买早餐不方便可以申请设点

“超市搞活动，买了五桶油”

早餐对身体非常重要，但
现在很多上班族面临着早餐吃
不着、不敢吃、吃不起的问题。济
南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管理处处
长韩会江总结道：“吃不着”是说
附近缺少早餐摊，“不敢吃”是说
一些小吃摊的食品安全让人担
忧，“吃不起”是说有些位置市民
缺少实惠早餐的选择。

初步估算，仅济南市区就
有上百万人有在外吃早餐的
需求，市场很大。数据显示，目
前济南市区人口约为360万，
以三分之一的人在外吃早餐
计算，就有120万人。现有的早
餐供给并不能令人满意。

“口味和卫生两者也能兼
得。连锁早餐企业要发展，小
吃摊也要规范，一些新兴的

‘中间派’个体早餐企业更需
要扶持。”一名从事早餐行业多
年的业内人士表示，早餐市场
发展应该以“干净好吃”为唯一
标准，小吃摊既然存在，就说明
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是连锁快
餐企业的有益补充，关键在于
如何“引导”。
本报记者 张亚楠 吴金彪

早餐标准很简单

就是“干净好吃”

小吃摊就餐灵活方

便、食品花样多，得到很

多市民喜爱，但由于缺

乏监管，乱摆乱放影响

交通、卫生条件差等现

象也一直比较突出。大

型连锁早餐企业布点设

店也面临不少困难。

业内人士指出，把

小吃摊变成正规军，同

时让几家连锁企业之间

也产生竞争，是引导早

餐市场健康发展的方

向。

省城窑头路一小区内小吃摊，顾客很多，塑料袋等垃圾堆满地。 本报记者 吴金彪 摄

希望大方做生意

也不愿躲猫猫

除了需要招揽客户，日照
火车站附近的姜华等早餐摊贩
还要应对各部门检查。之前他
们曾在路边以里卖，但后来路
边绿化，他们就经常跑到马路
边卖，“来查的，我就把汉堡车
推到里边，走了以后我们再推
出来。”姜华说，他们也不愿意

“躲猫猫”，“但没办法，也是为
了生意好点”。

姜华坦言，他们也想有个
正规门头，正规手续，大大方方
地开自己的店，“正规餐点肯定
需要租门头房，而人多的地方
房租太贵，人少的地方也没人
去买。”姜华说，“其实只要给我
们规划统一管理的地方就可
以，哪怕收一点费用。”姜华说。

路边早餐点经营者主要就
是附近居民，或者是像姜华这
样的外来打工者，基本上都是
一个早餐点养活一家人。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格摊贩心声

格业内人士


	A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