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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抢眼

市市内内多多区区开开推推烧烧烤烤进进厅厅模模式式
曾有“败走麦城”先例，能否成功还是要由市场说了算

掐不住“七寸”

根治露天烧烤难
本报见习记者 李师胜

5月27日，济南出台《济南市露天
烧烤餐饮经营管理指导意见》，6月15

日后，实现无露天烧烤。城管与执法、
食药监、工商等部门联合执法，整治露
天烧烤。最终期限已过，露天烧烤的摊
主大都进了厅，占道经营的也少了，不
过并未根绝。城管部门称，想根治露天
烧烤，缺乏掐住“七寸”措施，很难。

部门合力联动

暂时还未成型

整治露天烧烤意见中指出，组建由
城市管理和城管执法、环保、食品药品
监管、工商、商务、公安组成的综合治理
队伍，由区级领导牵头负责。

姚家街道办的综合整治队伍比
较健全，办事处城管科、历下区城管
执法中队联合公安、环保等部门，组
织了一支100人左右的队伍，专门整治
露天烧烤。

但是有的综合整治队伍暂时还
未建立，未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

市中区城管执法局七贤中队中队长
徐忠泉告诉记者，中队与当地街道办事
处制定了一个计划表，按计划让烧烤经
营者购买无烟烧烤炉与油烟净化设备，
每天一村，辖区内的八个村已经整治到
第七个。虽然有摩擦与口角，但也算顺
利。

不过在整治的过程中，大都是城
管执法人员与街道办的工作，其他部
门暂未有效介入。

烧烤对城市空气质量影响很大，环
保部门也应该介入，还有意见中的其他
部门，其实并不是没有执法队伍。但也
不能说别的部门不作为，只是暂时还没
有效介入。

徐忠泉告诉记者，前期的工作由城
管执法部门来做，动员摊主露天烧烤进
厅、购置油烟设备等。15日之后，经过简
单规范，希望工商等部门介入，形成合力
对烧烤摊进一步整治。

祝甸路模式：原地集中，烧烤进厅
夏天的夜晚，在济南，

就是属于烧烤的时间。住在
祝甸路上的朱先生就热爱
这样的夜晚，就在距离小区
几百米的路边，二十多家烧
烤任由他选择。

但今年夏天，还没来得
及多享受几次这样的夜晚，
朱先生发现家门前的烧烤
摊变了。“以前，只要拐到这
条路上，都会看到浓烟，空
气 中 也 弥 漫 着 烧 烤 的 气
味。”朱先生回忆，从道路西
段往前走，道路南侧早就摆
满了小方桌、马扎，形形色
色的市民也早已坐在那里。

根据朱先生回忆，烤串
的小伙子、大叔在路边的烤
炉前不断忙活，旁边就是划
拳、交谈甚欢的顾客。但现
在，一切都被一堵墙隔开。

朱先生所说的这堵墙
是东风街道办事处投资30
多万元新建起的，它将祝甸
路南侧十多家烧烤摊遮挡
在各自的密闭空地内。如果

不是明亮的招牌，路过这里
的人很难与之前混乱的烧
烤点联系在一起。

祝甸路由西向东，沿街
看到的是一面整洁的砖混
围挡墙，在每户烧烤摊之
间，墙体上都留有一米多宽
的门。透过门，记者看到每
家烧烤摊都是一个独立的
小院落，院落上方大多搭起
了顶棚。

据东风街道办事处相
关人员介绍，其实在济南市
下发《指导意见》之前，他们
就对祝甸路上的露天烧烤
情况进行了多次整治，也向
业主下发了多份整治通知，
就连现在建起的围挡墙也
在之前计划之中。祝甸路露
天烧烤摊比较多，占道经
营、油烟污染、噪音扰民、垃
圾乱倒的情况比较严重，而
这也是他们在多次研究后
确定的整治方案，而现在初
步来看，整治效果比较明
显。

按照《济南市露天烧烤餐饮经营管理指导意见》，6月15日后将禁止露天烧烤。曾经让市民
又爱又恨的烧烤在这个夏天将走向何方？据本报记者调查，高新、天桥等多个区再度试水大型
烧烤城模式。搬进去、装设备对烧烤成本的增加，曾经遭到过经营者抵制，而槐荫区室内烧烤城
的落荒先例就在眼前，各区筹备建设室内烧烤城的计划，这一次就一定能够成功吗？

宣宣战战露露天天

抓牛鼻子：油烟净化设备是关键
东风街道办事处相关

人员告诉记者，对于露天烧
烤的整治，除了在场所上的
整治之外，油烟净化的改造
则显得更加重要。

按照《指导意见》要求，
无烟烧烤是趋势，之前安装
率极低的油烟净化分离设
备也就成为必需。东风街道
办事处相关人员介绍，在对
烧烤经营场所进行规范时，
油烟净化设备也成为业主
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

在祝甸路沿线的多家
烧烤摊内，记者也看到了已
经安装完成正在使用的油
烟净化分离设备。在一家炭
烤生蚝店内，记者注意到，
烧烤炉也按照要求，进入到
室内操作，一个圆形烟道由
烧烤炉处与外界连接。

据悉，在烧烤过程中，
烧烤产生的油烟被吸入油
烟净化器，油烟粒子被捕
集，在高压电场的作用下，油
烟气体电离，大部分被降解碳
化。少部分微小油粒在吸附电
场的电场力及气流作用下向
电场的正负极板运动被收集
在极板上，并在自身重力的作
用下流到底部集油盘，经底部
排油孔排出，余下的微米级油
雾被电场降解成二氧化碳和
水，最终排出洁净空气；同
时在高压发生器的作用下，
电场内的空气产生臭氧，去
除油烟中的部分异味。

“原来，整条路上空都
是白烟，现在好多了，基本
看不到油烟了。”东风街道
办事处城管科执法人员这
样形容整治后的效果。

经营业主：“祝甸路模式”应该可行
而说到新建烧烤城不容

易运行成功，经营业主李女
士介绍，烧烤生意虽然门槛
低，但是要想养好顾客群也
很不容易。由于受到场地等
原因，一些新建的烧烤城大
多是在偏僻位置，想要吸引
到顾客更难。“养市场可能需
要 几 年 时 间 ，很 多 人 赔 不
起。”李女士说。

同样是烧烤经营业户的张
经理也向记者证实，类似祝甸
路烧烤聚集点原址改建、整治
的模式是可以借鉴的，作为业
主来说，虽然又加大了投资，但
是他们也认为很值。

“一些路边不规范的烧
烤摊被取缔了，我们的经营地
点整治之后，环境整体提升了，
大家都是在同一起跑线了。而
且在这样的环境下，酗酒的情
况减少很多，顾客在吃饭时也
会相应受到一些约束，失态的
人也少了。”张经理表示。

据悉，济南市露天烧烤
摊点众多，但就目前的分布
情况来看，聚集点也不少，这
些地方的烧烤已经形成“气
候”，顾客群相对稳定。多名经
营业户认为，在这样的聚集点，
借鉴祝甸路整治模式，也就是
原址整改的方法是可行的。

“有些摊主表面上答应得很好，桌子
收进去了，可是执法人员前脚走，后脚桌
子就又摆到路上。”市中区城管局工作人
员李华（化名）说，烧烤摊是一季的生意，
收益很大，违法成本却很低。

其实按照有关法律的要求，城管
执法部门本有有效的制约措施。济南
市在2012年修订通过了《济南市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规定，城市餐饮服务业
的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实
现油烟达标排放。而且规定了罚则，城
市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采取有效污染
防治措施，致使排放的油烟对附近居
民的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由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可是你罚了款，不会有人去缴纳
的。”李华说，市中区280余户经营露天餐
饮业的，约7成都是无证经营的，根本不会
去缴纳罚款。而且即便是没收其烤炉，摊
主大都不在意，新买一个继续经营。

城管执法环境也不太好，舆论对
城管印象存在偏差，即便是正常的执
法，老百姓也不认可。经十纬一的三箭
瑞福苑附近，有一摊主摆了一个十多
米长的摊位，执法人员过去劝阻。路过
的老百姓则同情弱者，说都不容易，就
别管了。执法人员拥有的权力不敢行
使，有所顾忌。

李华说，露天烧烤整治的漏洞，也源
于法律法规强制性不够。“比如小汽车的
管理，不交罚款车审就不过，有一个约束
性的东西在卡着。从事露天餐饮业的摊
主不少并无相关证件。有关部门可以对
其进行发照经营，并通过后续的环评、营
业执照、餐饮经营许可证等约束其行为。

“规范露天餐饮，还需要一个长期
有效的制度性措施，出台具体的规范、
处罚细则，让经营者认为这并不是一
阵风。”李华说。

摊主阳奉阴违

部门无“卡脖”措施

管理者说

本报记者 王倩

尝试：多处“集中营”均不成功
按照《指导意见》相关要

求禁止露天烧烤，业主要改
造烟道安装油烟净化设备，
进店经营，拒绝扰民，实现卫

生烧烤。这么一来，这种烧烤
集中点整治模式无疑是最好
的办法，但这种办法是不是
真的可行呢？

记者获悉，不只东风街
道办事处，市中区、高新区等
多个街道办事处也都把这种

“烧烤集中点”模式作为整治
露天烧烤的最终归属，高新
区已经在奥体中路与天辰路
交叉口南一处空地上，建起
了占地十多亩的烧烤大院。

但与祝甸路上这种烧烤
集中点相比，高新区新建立
的烧烤城效果就不尽如人意。
记者探访后发现，能容纳10—20
个烧烤摊的烧烤大院，目前只
有一家大型烧烤进驻。

实际上，近年来，相关部
门一直没放弃对露天烧烤的
整治，最明显的莫过于全运

会期间，槐荫区在大型商圈
西市场附近筹建了一处大型
室内烧烤城。烧烤城面积约
3000平方米，总投资500万元
以上。但烧烤城还是没逃过
关门的命运，如今已改做它
用。长清大型烧烤城与槐荫
区大型烧烤城命运相似，如
今也仅仅是名存实亡。

总结其中的原因，一名不
愿意透露姓名的执法人员称，
市场才是露天烧烤向何处发展
最有力的指导。“烧烤属于季节
性经营，也就夏天这几个月，其
余时间怎么办？而且建设烧烤
城的投资、管理、收费等问题，
也都是难题。”

祝甸路整治后，烧烤摊都有了自己的小院落，摊主在室内烧烤，客人在小院内享用。 本报记者 王倩 摄

烧烤进院之后，安装了专门的烟道。 本报记者 王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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