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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城事

88万万人人县县城城只只有有88个个农农贸贸市市场场
农贸市场缺少，政协委员建议三年内建3至4个

本报见习记者 杨擎

“大棚市场”可满足

老城东部市民需求

济阳县仅有的一处规范化
农贸市场位于老城区老商城以
南经一路西侧，由于市场内建有
一处大棚式交易大厅，被市民亲
切称为“大棚市场”。据了解，该
农贸市场建于上世纪90年代，总
经营面积5300平方米，市场摊位
数189个，目前在市场内设置摊
位的业主有167位，农副产品种
类较为齐全，能够基本满足老城
东部市民日常需求。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大棚
式交易大厅位于市场的西侧，
主要经营肉类、食品调料等产
品，由大棚式交易大厅向东行，
北侧集中售卖海鲜类产品，包
括带鱼、虾等，路南侧盖有一排
房屋，屋外摊主自行搭建了防
雨棚，主要售卖肉类，在南北两
侧的摊位中间停有一排三轮
车，主要售卖豆芽、豆腐皮等豆
类食品。

市场的主体位于整个市场
的东侧，189个摊位集中在水泥
砌成的摊台上，每月收取一定
的摊位费，各式各样的菜品集
中在这里。在市场的东北角，主
要有摊主售卖花椒、大料等调
味品，东南角则集中售卖活禽、
活鱼。整个市场分类明确，产品
较为齐全，为老城区居民提供
了极大的方便。

据了解，由市场向东至东
关，西至经一路北沿，南至南
关，北至北沿村落，居民都在此
市场买菜。“儿女在富锦文苑
住，那边买菜太不方便了。”家
住原县委家属院的董女士称，
她的年纪大了，腿脚也不好，住
在老城区，家离菜市场只有200
米，很方便。

七市场属“马路市场”

摊主希望入场经营

除一个正规的农贸市场
外，济阳县还存在3个自发形成
的天天市场和4个集贸市场，这
两种市场均属于“马路市场”，
虽然方便附近的居民和路过的
市民，但烂菜叶、烂水果散落在
路边，严重影响市容，特别是海
鲜、禽肉类垃圾更难清理。

9日下午，记者来到汇鑫
路天天市场。据济阳县城管执
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新

城区没有正规的农贸市场，允
许汇鑫路北段每天下午形成
集市。

售卖蔬菜的郭女士表示，
她是王奎楼村的普通农民，售
卖蔬菜已经5年多了，原来在王
奎楼集贸市场设摊，自从汇鑫
路天天市场形成以后，她和其
他摊主一样将摊位迁到了汇鑫
路。郭女士称，由于市场是下午
开放，批发蔬菜的商贩早上来
发菜，时间正好错过，只能在老
城区的农贸市场买别人批发的
蔬菜再卖出去，这样一来，不仅
成本增加了，也赚不了多少。

“希望有个固定场所，全天经
营，这样既可降低成本，也可以
保证蔬菜的新鲜程度。”

多数摊主表示，希望相关
部门可以在新城区建立规范化
农贸市场。“像老城区那样，即
使一个月缴纳一定的摊位费，
我们也可以接受。”摊主张先生
也表示，入场经营是好事，但是
不要距离居民区太远，考虑到
经营成本，摊位费用也不要太
高。

新城区小区密集

却缺少农贸市场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速度不
断加快，济阳县新城区发展迅
速，小区越加增多，人口愈加密
集，而新城区无规范化农贸市
场，远远不能满足市民的日常
生活需要。

“什么时候这边也能建一
个农贸市场啊？”家住儒苑小区
的刘女士称，原汽车站这一带
没有农贸市场，甚至没有“马路
市场”，买菜只能去小区附近的
蔬菜店买，但并不是什么菜都
能买得到，想吃的时候就只能
到最近的超市去买。据了解，距
原汽车站最近的超市是好又
多，相距1000余米，来回需要近
半个小时。

家住花园小区的李女士也
表示，平时附近没有集市，只能
跑到汇鑫路去买，赶上中午，汇
鑫路的集市也没有开始，就只
能先在楼下超市买点凑合一
顿。有时开车到汇鑫路的马路
市场买菜，经常遇到堵车，非常
闹心。

据了解，新城区的市民只
能下午到汇鑫路或者附近的集
市上买菜，来回需要花费大量
的时间，十分不便，久而久之，
在新城区建立规范化农贸市场
成了市民心中的愿望。

政协委员建议

K901票价应降低

本报1月9日讯 (见习记者
杨擎 ) K9 0 1路公交车开通三
年来，缓解了部分群众去济南
坐公交难的问题，但还不能满
足群众坐公交班车的需求。为
此，政协委员闫传金提交了《关
于加大公交K901线路运力和降
低票价的提案》。

“车次少，班车间距时间
较长，市民乘车难。”闫传金在
报告中称，K901路公交车目前
每 2 0分钟发一班，每次客运高
峰期，去济南的市民都会在乘
车 口 排 起 长 队 ，运 营 能 力 不
足。建议增加K 9 0 1班次，缩短
发车时间，加大运营能力，并
加大措施，打击和取缔黑出租
市场，优化济阳至济南的乘车
环境。

此外，闫传金表示，K901路
公交车票价偏高，目前票价为
每人10元，是在2010年济南市政
协有关领导督办的一件政协提
案落实的结果，但是近几年，
济南黄河大桥对济南、商河和
天 桥 部 分 城 镇 实 行 了 过 桥 免
费，应该适当增加政府财政补
贴，坚持低票价、低成本和高
社会效益的原则，调低K901路
公交车的票价。

针对此项提案，济南长运
公 司 济 阳 分 公 司 经 理 张 元 栋
称 ，目 前 K 9 0 1 路 公 交 车 共 3 0

辆，其中，直达车 1 4辆，中途停
站 车 1 6 辆 。目 前 有 计 划 再 上
4 — 5 辆。在发车时间上，在高
峰期会适当做出调整，加大运
营力。但在票价问题上，由于
没有任何财政补贴，目前公司
处于自负盈亏状态，每辆车每
月平均消费 1 5 0 0 0元左右。“由
崔寨至济南只需要三元钱。”
张元栋表示，中途停站车在票
价上已经酌情降低，但还没有
降低直达车辆票价的打算。

政协委员建议

延长1路公交车

本报1月9日讯 (见习记者
杨擎 ) 随着济阳县经济的快速
发展，济南市第七人民医院以
南的回河片区人口密度逐渐加
大。为此，政协委员毕延青提交
了《关于延长济阳县1路公交车
路线的提案》。

“人们对公交车出行这种
绿色环保的方式，比较欢迎。”
毕延青在报告中称，目前1路公
交车最南到达济南市第七人民
医院，回河片区的人们无法乘
坐公交车出行，这给人们的出
行带来了极大不便，希望适当
延长济阳县1路公交车路线。

“公交车路线变动，要根
据 居 民 数 量 和 需 求 量 来 确
定。”济阳县舜达公共交通有
限公司经理张宝军称，目前济
南 市 第 七 人 民 医 院 以 南 楼 房
发展迅速，但市民居住数量不
高。据了解，城区公交车只能
在城区范围内行驶，不能长期
在国道、省道上行驶，而兼顾
回河片区，需要经过 2 2 0国道。
张宝军表示：“一路公交线路
延长则需要增加公交车数量，
否 则 无 法 达 到 市 民 1 2 分 钟 一
班的需求。”

此外，济南长运公司济阳
分公司经理张元栋称，回河片
区 的 市 民 至 济 阳 ，可 以 乘 坐
K 9 0 1路公交车，票价只需要 2

元，与乘坐城区公交车一致。

农贸市场是联系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重要纽带，是城乡居民“菜篮子”商品供
应的主要场所和流通的主要渠道。据悉，目前济阳县正规的农贸市场只有一处，农贸市场的缺
乏给市民生活带来一些不便。针对此问题，济阳县政协委员李勇、韩吉才、陈家亮提交了《关于
加快我县城区农贸市场建设的提案》，促进市场经营场所布局合理化发展。

在汇鑫路天天市场买菜的市民。 本报见习记者 杨擎 摄

政协委员李勇、韩吉才、
陈家亮今年提出《关于加快
济阳县城区农贸市场建设的
提案》。提案中说，济阳县城
区人口数已超过8万，按照8

万人计算，仅有8个农贸市
场，平均1个农贸市场供应1

万人需要，数量明显偏少。其
次，农贸市场零散随意，无证
市场、马路市场屡见不鲜，严
重影响城区的管理和环境。

“由于马路市场比重过大，除
1个老城区大棚市场之外，其
余7个都为马路市场，占全部
农贸市场的90%以上，其他
零星摊点中的绝大多数也是
占道经营，无形中扩大了马
路市场规模，对食品质量、交
通等方面都造成了不良影
响。”

如何发展济阳县城区
农贸市场？三位委员建议，
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采取
多渠道多形式投资，在3年
内建立3至4个中型或大型
规范化农贸市场，老城区中
西部建立一个；老城与开发
区接合部建立1个，位置选
择在接合部的交通干道附
近；开发区境内建立 1至 2

个，位置选择在开发区中心
人口相对集中、交通便利开

阔的区域。对老城区大棚农
贸市场进行修整完善，加强
硬件建设，强化功能设置，
提高使用效率。

此外，他们还建议把农
贸市场专项规划纳入到济
阳县城镇总体规划当中。按
照便民利民、合理布局的原
则，制定济阳县农贸市场长
期发展规划和市场网络规
划，并根据“北跨”战略的新
情况，适时修订和完善。新
建居住区或旧城改造中，开
发商必须配套建设相应的
农贸市场，并与主体项目同
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
付使用。同时，加强对农贸
市场建设、服务等方面的管
理，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日
常生活需要。

记者也了解到，在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新城区
建设农贸市场”已纳入2014

年惠民实事之一。据了解，新
建的农贸市场为室内市场，
可有效避免雨雪天带来的不
便。“在争取下土地指标之
后，将拟定具体的建设方
案。”济阳县商务信息中心主
任侯清光表示，新建的农贸
市场争取最大程度上满足新
城区市民日常生活的需要。

3年内应建立
3至4个农贸市场

委员提案

经四路市场里经常有污泥。 本报见习记者 杨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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