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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场、肉菜店、超市形成便民圈

大大多多市市民民步步行行 1100分分钟钟就就可可买买到到肉肉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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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城区航运路上的明福苑小
区附近就没有菜市场，门前五天一
次的大集成了居民买菜的主要渠
道。不过大集的存在虽然让居民出
了门口就能买菜，却也给小区造成
了极大的交通拥堵和安全隐患：上
班时间私家车被堵在小区里出不

去，消防车、救护车难进难出。
全福立交桥以东到黄台电

厂这一段的工业北路上，南侧的
人行道长期被众多蔬菜、水产、
肉类摊点霸占；附近社区的居民
买菜倒是方便了，却也造成了交
通的不便。

以上这两个地方没有菜市
场，虽然不乏肉菜店、蔬菜超市
之类的地方，但这些地方蔬菜种
类有限，难以满足附近居民的需
求，所以造成交通拥堵的大集、
长期占用人行道的菜摊才会应
运而生，弥补菜市场的空缺。

● 个别社区还没有菜市场

鲁能领秀城是济南南部大社
区，不过目前这里仅有一个大型的
菜市场。“菜市场在离北门不远的
商业街里，地下一层。”胡女士拉着
拉杆车要去十六里河集上买菜，

“小区有菜市场、菜店，也有超市，
不过我还是喜欢到集上买菜。”据
物业一王姓工作人员说：“整个鲁
能领秀城还没建完，目前只有一个

菜市场。”不过据居民沈先生说，社
区内有多个便民肉菜店，“西门那
边还有很多菜摊，社区虽然很大，
但每个区的居民买菜都很方便。买
菜也跟个人喜好有关，年轻人喜欢
就近到超市买，上了年纪的老人都
喜欢到菜市场。”

位于三箭吉祥苑商业街的吉
祥苑菜市场几乎建在了附近几个

小区的中心位置。三箭吉祥苑、甸
柳新村、中建文化广场的居民都
在这里买菜。杨女士住在甸柳新
村四区16号楼，她说自己从没计
算过去菜市场的准确时间，“也就
一会儿工夫，10分钟左右吧。”据
杨女士说，附近还有很多菜店、菜
摊，有时候她晚上下班晚菜市场
关门了，她就会去菜店买菜。

● 大型社区菜市场渐成熟

早上8点多，记者沿崇华路
向北走，碰到很多买菜的市民。

“从住的地方到菜市场用不到10
分钟。”市民刘女士说，贤文社区
菜市场就在贤文花园北区的门
头房里。贤文花园南北两区中间
隔着康虹路，北区的居民下楼走
两三分钟就能到菜市。

在生产路附近的清河小区，

最近的菜市场是1公里之外的清
河社区菜市场。“我们这里有便
民肉菜店，也有粮油蔬菜超市，
买菜也很方便，算上下楼的时间
也不超过10分钟，要是去菜市场
那得20多分钟。”李先生说他一
般都会在附近的超市和肉菜店
买。

张庄小区的居民离着菜市

场非常近，小区居民步行10分钟
可买到菜。而附近的桃园小区
周围虽然没有菜市场，但是在
小区门前有很多菜摊，居民一
般也把这里叫作菜市场。“桃园
小区门前的这些菜摊上的菜比
较便宜，虽然离菜市场不算很
远，但有一些居民却喜欢在这里
买菜。”

本报见习记者 王红星

● 大多居民买菜都很方便 社社区区便便民民肉肉菜菜店店未未来来以以自自主主经经营营为为主主
仍需严格遵循标准，否则将被摘牌

18日，记者走访了济南多家社区菜市场，发现在大部分小
区里，菜市场、便民肉菜店、出售蔬菜的超市互补，形成了一个
便民圈。在这个便民圈里，居民买菜所花费的时间少的在5分
钟，多的有十四五分钟，多数市民在10分钟左右。

▲清河社区菜市场，附近几个社区的居民都到这里买菜。 见习记者 王红星 摄

社区便民肉菜店都有统一标牌。见习记者 王皇 摄

▲十亩园社区菜市场内，由于农民自种蔬菜特别新鲜，下
午四点左右就售卖一空。 见习记者 万兵 摄

本报见习记者 万兵

店面标准严格

不合格没补贴

根据2011年济南市商务局和济南
市财政局联合颁布的《济南市社区便
民肉菜店设置和管理规范》，社区便民
肉菜店在面积、选址、经营范围乃至设
备设施等多个方面，都必须遵循严格
的标准。

《规范》规定，社区便民肉菜店的
使用面积一般控制在25—100平方米；
在建设范围内，按照每1000人配置60
平方米的标准，根据社区人口数量及
营业用房情况，每个社区可建设一个
或几个社区便民肉菜店，但原则不得
超过配置标准要求。不仅如此，为避免
资源浪费，社区便民肉菜店与现有室
内社区菜市场(包括露天马路市场)距
离在500米以上。

历下区十亩园的孟鑫购物超市早
在2010年就挂上了“历下社区肉菜店”
的牌子，但据历下区商务局工作人员
介绍，那时整个济南市的放心菜工程
还未正式推行，历下区挂牌的社区肉

菜店尚属试点。而那时候，现在的一些
便民肉菜店标准和补贴政策也还没出
台。

“想要申请成为济南市的‘社区便
民肉菜店’，但一直没申请上，”十亩园
孟鑫购物超市的负责人李振芬表示，
超市除了卖肉菜，还经营大量的其它
副食产品，果蔬经营面积远远达不到
要求的55%的标准。李振芬表示，尽管
标准卡得严，但是扶持、补贴政策也很
诱人，超市现在也在努力准备，希望能
达标。

根据《济南市社区便民肉菜店建
设实施办法》，对通过验收的社区便民
肉菜店，具体补助标准是：2012年10月
31日前开业并验收合格的，每平方米
补助500元，每个社区便民肉菜店最高
补助5万元。之后三年仍正常运营的，
视情况再给予适当奖励。此外，门店标
牌、货架等也需统一配置，对业户来说
也是无形的福利。但如果各方面条件
不合格，这些补贴自然也享受不上。

肉菜统一配送

目前尚难实现

从2011年全市开始推行放心菜工

程，大量的便民肉菜店经营已经相对
稳定。然而享受了最初的补贴后，最近
两年日益高涨的租金、运输成本等让
业户纷纷大呼吃不消。因此，能否跟进
补贴、实现统一配送等，也成了不少业
户的呼声。

对此，商务局工作人员表示，对社
区便民肉菜店商品实施统一配送，的
确是保证商品质量、降低劳动强度的
有效手段。也有许多客商和蔬菜基地，
希望为社区便民肉菜店配送蔬菜。

“但是农副产品的生产并非一般
的机械化生产。”工作人员称，尤其是
蔬菜品种多、保质期短、很难实现标准
化，因此“尚不具备统一配送的条件”。
但商务局方面也表示，下一步将按照
市场规律和品类要求进行运作，而不
是为了配送而配送，否则增加了流通
环节和流通成本，蔬菜价格也会提高，

“是不必要的”。

下步发展主要

依靠自主经营

而关于未来的发展，商务局工作
人员表示“最初的补贴只是暂时性的
扶持”，后期政府部门主要是通过加强

管理、给予有效引导支持便民肉菜店
的发展，但关键还是要靠业户“提高自
主经营力”。

商务局工作人员表示，初期主要
以宏观规划为主，除了体现在给予财
政补贴，还包括整体的规划设点。“比
如布点时尽量避开计划在建的菜市
场，”工作人员称，但是后期主要依靠
市场化运营。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
如私人菜店建在便民菜市场旁边，使
菜店分布过分密集。

除此之外，一些便民肉菜店在最
初设立时符合政策要求的标准，但
在长期自主经营中渐渐发生变化，
比如品种不太丰富，只经营肉或只
经营菜。对此，商务局表示，《设置和
管理规范》规定，社区便民肉菜店，
以零售肉菜等“菜篮子”商品(农副
产品)为主，一般应包括新鲜果蔬、
肉类、禽蛋等常用生鲜、熟制食品及
调味品、粮油及其制品等。

社区便民肉菜店必须有肉有菜，
不然名不副实。而且，社区便民肉菜店
经营的鲜肉必须是品牌肉，坚决杜绝
经营私屠滥宰肉品。对于种类缺失或
质量不达标的，也将责令限期整改，整
改不达标的则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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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市民“买菜难”问题，济南市推出便民放心菜工程。根据商务局12月初出具的一份数据，2009年
以来，在建设116处社区菜市场和158家社区便民肉菜店的基础上，放心菜工程不断发展，目前已达300余处，肉
菜店服务“盲区”进一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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