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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主打

越河南路建起疏导点，商贩入驻彩钢棚

226600余余户户商商贩贩有有了了遮遮风风挡挡雨雨地地

□本报评论员 马辉

从堵到疏，由管理到服务，一
个个疏导点，让商户、消费者和城
市管理者三方受益，其背后也折射
出了济宁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城市管理理念的转变。“以人为本”
的执法理念正从一句简单的口号，
逐渐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

以越河南路为例，这里曾是
一个早摊点和菜农、果农聚集的
马路市场，不仅给附近的交通带
来了诸多不利，也带来脏乱差的
环境，让周边的居民怨声载道。
对于一个城市的形象而言，也有
很多不利的影响。之前，一场场
犹如“猫追老鼠”的游戏不停上
演，但收效却甚微。一味地取缔，
往往还让原本形成小商圈的格
局发生变化，影响到周边市民多
年来养成的消费习惯。

设立疏导点，无疑是一种有
益的尝试，更多体现了城市管理
者思维方式的转变，这种方式不
仅让经营者能够继续在原地经
营，同时环境更加有秩序、更加
规范了，而市民的消费习惯不会
受到影响，城市管理者的日常工
作量也会大大减轻。一个举措的
转变可谓让三方受益。

不仅是越河南路，在济宁城
区，目前共设立临时便民疏导点
33处，西瓜临时售卖点83处，烧烤
疏导点23处。让这些经营者分门
别类的规范经营，不扰民，不妨
碍城市交通，尽量减轻对城市环
境面貌的影响，流动摊点难管、
难约束的问题得到有效破解。

城管部门改变以往单一管
制的执法方式，这是一个很好地
转变。城市管理应该首先“以人
为本”，从市民百姓的需求出发
想办法、办实事。为满足群众多
元化的需求，济宁城管部门还创
新出“手机贴膜疏导点”、“兖州
夜市”等执法金点子。

人性化的服务贯穿于城管
执法方面的各个方面，这将是未
来的一个趋势，也是真正提高城
市管理水平的有效路径。

一种服务尝试

体现一份关怀

本报济宁8月11日讯(记者
公素云 见习记者 时培磊
唐圆圆 张九龙 通讯员

崔昊) 11日，越河南路便民疏
导点，260余户流动商贩入驻整
齐划一的彩钢棚。经过综合整
治，越河南路告别脏乱差，道路
也变得畅通很多。同时也让流
动摊贩有了遮风挡雨的地方。

11日，越河南路，沿河而建

的400米彩钢棚已经搭建完毕，
260余家商户已经在彩钢棚内
做起生意。路南店铺的牌匾已
全部更换为米白底红字的牌
匾。根据商户的实际需求，每个
摊位可以在宽约2米、长约4米
的范围内活动，前面可以摆放
摊位，身后可存放货车。改造后
的越河南岸已经没有了以往的
随意乱摆摊的现象，各商户都
在自己指定的位置经营，街道
变得通畅有序，环境也更加整
洁。

谈起整改前后的变化，家
住来鹤小区的陈女士感触颇

多。“过去这条街上占道经营卖
东西、买东西的，人挤人，电动
车都过不去。现在这条街道整
洁多了，交通也通畅了很多。”
陈女士说，除此以外，这条街道
上的卫生也好了很多，连河里
的垃圾也变少了。

有了固定经营场所，流动
商贩不用再“打游击”了。“每逢
遇到雨雪天气，来不及收拾，也
没有躲雨的地方，常常会在路
上淋湿，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
经营地点，还搭起了彩钢棚，即
使下雨、下雪也不要用担心
了。”商户夏女士说，综合执法

局的这种做法，她很赞同。
“越河南岸搭建彩钢棚仅

仅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还将
进一步细化。根据使用中出现
的摊位划分、摊台设计问题，还
将对原有的设计方案进行调
整，让彩钢棚的设计符合商户
的实际需求。”济宁市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局越河大队队长张思
明说，今后还将为商摊配备统
一样式的遮阳伞和台子，配备
专门的保洁员和管理人员，并
且在一些具体的方案上需要充
分听取商户的意见，目的就是
要让居民方便，商户满意。

本报济宁8月11日讯
(记者 晋森 见习记者

范佳 刘雨涵 孙也
文 通讯员 韩雪) 随
着气温的变化， 济宁市
第一救助管理站增加巡
查次数和救助力度，为街
面上的流浪乞讨人员提
供更多帮助。

11日上午9点，记者
跟随救助管理站的工作
人员，沿洸河路、建设路
和太白楼路等城区主要
路段进行巡查救助。在济
宁汽车北站广场巡查一
圈后，救助站的工作人员
看到现场并没有流浪乞
讨人员。

“汽车站和火车站是
我们的重点巡查路段，一

旦发现需要救助的人，我
们就会及时赶到重点救
助。”济宁市第一救助管理
站副站长李兵，每次值班
都会带领巡查小组巡查，
所以对于哪个地段会有需
要救助的人非常了解。

9点35分，巡查小组又
来到了繁华的太白楼路运
河城附近，因为这一路段
人流量很大，也成为乞讨
人员出现比较多的地方。

“目前实行自愿接受救助
的政策，对于职业乞讨人
员来说，绝大多数都不愿
意接受救助，但考虑到天
气炎热，我们也给他们留
下矿泉水或者清凉油等防
暑降温的物品，防止他们
在暑天中暑。”李兵说。

10点10分，在济宁火
车站广场，沿整个广场巡
查一圈后，没有发现流浪
乞讨人员。记者看到在火
车站有一块救助引导牌，

“目前市区已有22块救助
引导牌，爱心市民发现流
浪乞讨人员也会及时的
拨打电话。”李兵说

“因为天气连续高
温，救助站增加了巡查次
数，救助站白天巡查4至6
次，晚上一般巡查2至3
次，争取为街面上的流浪
乞 讨 人 员 提 供 更 多 帮
助。”济宁市第一救助管
理站站长李尚民说，他希
望流浪乞讨人员能够到
救助站接受救助，这里有
消暑的物品和可口饭菜。

连续高温，救助管理站增加巡查次数

留留下下防防暑暑物物品品，，提提供供更更多多帮帮助助

针对占道经营的难题，济
宁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坚持

“变堵为疏”，“管理变服务”的
理念，目前已在城区建立各类
疏导点139个。

城区已经建立的各类疏导
点中，济宁市建立临时便民疏

导点33处，可容纳商户3250户。
同时，建立西瓜临时售卖点83

处，烧烤疏导点23处。根据实际
遇到的问题和需求，疏导点在
形式上不断探索，建立起花鸟
鱼虫临时疏导点，手机贴膜疏
导点等具有特色的疏导点。

相比原来的简易疏导点，今
年根据实际的需求，在建设过程
中在不断增加新设施，一些疏导
点建起了防护网、配备遮阳伞、建
立彩钢棚。今年，济宁市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局在西瓜疏导点内建起
统一的明示牌，将“西瓜地图”进

行公示，标注出83处西瓜临时售
卖点的具体位置，瓜农可以通过
地图的标注找到这些临时售卖
点。此外，西瓜临时售卖点划出停
车位，对车辆摆放进行统一要求，
确保整洁有序。

本报记者 公素云

“变堵为疏”，城区建成139处疏导点

相关链接

越河南路更加整洁、畅通了。 本报记者 公素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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