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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农历“二七”大集

上千摊贩抢滩粥店

19日恰逢粥店大集，上午10

时许，从光彩市场北门到泮河大
桥西侧，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
上，五颜六色的凉棚，一眼望不
到头。卖衣服的、卖菜的，以及一
些厢式货车，将道路分割成各种
摊位。

沿泮河西路向南，到财兴街
路口，再到财兴街与开元路路
口，都是摊位，进出的车辆不断
鸣笛催促前边的行人与摊位，但
基本没人理会。“这条路都成啥
样了，还都上这里来摆摊。”一驾
驶员气愤地说。

泮河西路中段粥店桥公交站
牌处，商贩把站牌堵住，周边也都
是摊点。在公交站牌上，有一句提
示，逢集公交车不经过此站点。

“不是我们不想走，确实是没法
走。”34路公交车司机王师傅抱
怨，粥店集当天，从早上7点多商
贩就开始占道摆摊，有时下午三
四点还散不了，公交车只能绕行。

附近打扫卫生的环卫工李
先生介绍，粥店集散去之后制造
的垃圾，他得打扫两个多小时。

“商贩不注意卫生，菜叶瓜果随
地就扔，说也没人听。”李先生
说，为了方便他打扫卫生，特意
购置了一辆电动三轮，这样运送
垃圾稍微方便点。

农超市场建成招租

今后天天有“大集”

19日，在粥店社区，记者看
到壁报栏上张贴着的关于新建
成的粥店农超市场的招商公告，
凡是持有工商税务等有效证件
的经营业户均可到社区报名租

赁新建成的市场摊位。
粥店街道粥店社区党支部

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梅元介绍，
新建成的粥店农超市场位置在
泮河以西、泰肥铁路南侧，占地
面积20多亩，建筑面积1万多平方
米，可容纳固定摊位200多个，加
上不固定摊位共300多个，由社区
出租和管理。

记者来到粥店农超市场新
址，集市的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完
工，新的农超市场非常“高大上”，

两层的小楼建成三排，统一设置
有铝合金门窗，水电，并设有单独
洗手间。工人正在完善市场内的
相关设施。除了商铺，黄前西干渠
以北的十五六亩地平整以后，将
划分区域，形成自由集市。

刘梅元介绍，从19日开始，
商贩将陆陆续续进驻市场，禁止
所有经营业户再占道经营，统一
规划到新集市，同时逐步取消农
历二、七集市的贸易方式，采取
天天集市的经营模式。“新市场

管理将十分严格，特别是食品安
全方便，将以城市超市标准来要
求。进入市场也是有门槛的，一
些低档的、无证无照的不能入
市。”刘梅元介绍。

“粥店大集早就应该搬了，
新市场天天有集市，不用等五天
了，居民卖菜肯定比现在方便。”
粥店居民张先生说，粥店大集搬
迁既能方便居民卖菜，又取缔了
马路市场，减轻交通堵塞，他们
都十分拥护。

粥粥店店大大集集终终““散散场场””今今天天搬搬家家
对面新建农贸市场可容纳五百摊位，泮河西路严禁占道经营

本报泰安5月19日讯
(记者 陈新 ) 为解决市
场经营业户行政审批手续
繁锁、办证难问题，岱岳区
食药、卫生、工商等部门进
农贸市场现场办证，一天
办证量超平时一周。

19日，在岱岳区长城农
贸市场入口处，岱岳区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区卫
生局、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现
场办公，为市场的经营商户
办理健康证。“我们现场给
业主采血查体，合格的马上
发证。”工作人员马兴涛介
绍，市场上从事食品经营的
一律需要办理健康证，并且
每年都需要查体，不少业户
生意忙碌，没有空到卫生部
门查体办证，导致不少食品

经营者无证经营，不利于市
场监管和食品安全。鉴于这
种情况，食药局组织相关部
门到市场上，现场为经营者
查体办证，节省了他们的时
间，加强了监管力度。

“这是我们的第三站，
岱岳区所有农贸市场我们
都要走一遍。”经营业主对
于食药局这种办法都很拥
护，销售牛羊肉的杨先生
说，食药局现场办证节省
了他们时间，让办证一步
到位。

在董家庄便民农贸市
场，粥店工商所工作人员
正为陆续前来办理工商营
业执照的经营业户讲解办
证须知，帮助他们填写申
请，非常忙碌。“由于人多

窗口少，办证需要排队，业
主到所里办证效率很低，
有的甚至需要跑好几趟。
而在农贸市场现场办证，
一些资料能省掉，比如房
产证明，我们现场查看后
就不需要再提供，极大方
便了经营业户。”粥店工商
所工作人员介绍，所里平
均每天只能办证 2 0个左
右，而在农贸市场现场办
公，简化了程序，每天办证
达一百多个，一天办证量
超平时一周。“这是我们现
场办公的第五站，下面还
将到堰东村等农贸市场现
场办公，办好的工商营业
执照我们将尽快送到业主
手中。”工作人员介绍。

本报泰安5月19日讯(记
者 陈新) 岱岳区光彩大
市场南有一条百米长，卫生
等各项条件不达标铁皮屋，
岱岳区联合执法将拆除该
处非法铁皮屋100多间。

19日，记者在光彩大
市场南联合大街看到，路
南百米长的人行道均被铁
皮屋占据。铁皮屋有百余
间，多数经营小吃，有些内
部油污遍布，脏乱不堪。上
午9点，岱岳区多部门联合
执法，到现场对此处铁皮

屋进行拆除。
“这些铁皮屋都是违

法违章建筑，这次要彻底
拆除。”岱岳区环境综合整
治组负责人介绍，联合大
街南人行道属于交运集
团，在两三年前被承包给
个人，陆续建设了这样一
批铁皮屋，铁皮屋没有经
过规划审批。由于光彩大
市场餐饮需求大，这里形
成餐饮一条街，但是铁皮
屋环境简陋，没有自来水、
下水道等基本设施，不符

合卫生条件，需要拆除。
负责人介绍，此次以

经营业户自行拆除为主，
限期三天拆完。共将拆掉
违章建筑72间，取缔违法
经营业主69家。此外，泰安
汽车西站周边一些违法违
章建筑也将全部拆除，攻
击108间。

据介绍，自 5月份以
来，岱岳区已经联合执法
五次，前后拆除光彩西路、
凤凰路、泰东路等地大量
违章违法建筑。

每逢农历“二七”，摊贩都自发来赶粥店大集，在泰山大街西段附近占道经营。随着粥
店社区西南侧农超市场的建成，20日起，粥店大集开始迁址，进入新市场规范化经营。新集
市天天开业，大集搬迁完毕后，泮河西路将严禁占道经营。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伟 陈新 通讯员 侯飞

“粥店大集从解放以前
就有了。”粥店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刘梅元介绍，
他自己今年已经70岁，从小
在粥店长大，他小时候这个
集市就存在。而且据他了解，
自己的爷爷那辈人都说不清
粥店大集到底有多少年岁。

“粥店社区自古是交通
要道，古时候官方的盐道从
这里经过，那时候的从泰安
到济南、肥城都要经过这
里。”刘梅元说，路上的人们
需要休息吃饭，加上周边人
口兴旺，需要贸易，推测集市
就是这样慢慢发展起来。

“但粥店大集变成现在
这种规模是近十年的事情。”
刘梅元说，现在的粥店大集
比十年前规模扩大了将近十
倍，只是赶集的时间和地方
一直没变。“原先这个地方都
是农村，在马路上赶集是历
史遗留下来的老习惯，但现
在这里已经完全城市化了，
在马路上赶集显然已经不能
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刘梅元说，粥店大集搬
迁后，他有信心将粥店集彻
底纳入规范化管理，马路上
将一律不再允许摆摊，彻底
解决马路市场占道经营、脏
乱差的现状。

相关链接

古代盐道经此

慢慢形成大集

大图：挑着扁担来赶大集。 小图：新建成的市场干净亮堂。

部门进市场办公
办啥证都方便

百余间铁皮屋连成片
三天内全清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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