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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家”

心里更踏实

在山东大学千佛山校区北门
门口，两个规整的便民摊点隔着
马路相望。与其他临时摊点不同，
它们都搭建了顶棚，给周边居民
提供修鞋、修车、配钥匙等服务。

顶棚搭了起来，在这条街修
了十年鞋的老张终于找到了归属
感。“以前常常被撵，不敢搭顶棚，
一到下雨下雪天就不出摊了。”老
张说，之前他是城管执法人员眼
中的占道经营户，那时做生意心
里很没底。“当时城管来了，我把东
西放一边藏一藏就跑了，等到走
了再出来。现在检查的来了，只是
说把里面收拾收拾，弄得干净利
索一些。”老张说，现在能安心整理
自己摊子，看着也能整洁一些。

老张的摊常被周围小区居民
惦记着。“像修鞋修车卖馒头的，是
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如果都不
见了会很不方便。”老张举了个例
子，同样修一个鞋跟，在他那只需
八块十块，但到修鞋店起价就要
十五元，甚至二十、三十。在记者采
访的短短20分钟内，老张的摊点就
来了六位顾客。

“现在是居民受益，我们也受
益。”老张笑着说，他的摊点没有被

“一刀切”切走，反而在创卫期间保
留了下来。一旁的小区居民高女
士感慨，“学校里面有超市小卖部，
所以对其他摊点需求并不大。多
亏有这两个摊，修鞋、修车都很方
便。”

进厅的菜贩留住了

地下菜市场摊位全满了

19日上午，吉祥苑地下菜市场

摊主老穆在菜摊前忙碌着。菜场
中人来人往，十分红火。“前段时
间，我在另一家室内菜场也摆了
个摊，但没能干下去，因为那家菜
场聚不齐菜贩，生意惨淡。”老穆
透露，让菜市场活下去，火起来，
把菜贩留住的秘诀在于吉祥苑
菜市场是周边唯一可以经营蔬
菜、水果、冷鲜肉的地方。

甸柳新村街道办事处负责
菜场管理工作的周科长介绍，
2007年菜摊退路进厅时，很多菜
贩并不情愿。当时街道办便联合
城管部门及时清理外围地区，菜
市场上所出售的农副产品不允

许在外面甚至早市上贩卖。
“这样不用风吹日晒，环卫工

及时清扫，干净整洁，我们还提供
免费水电。菜市场定期消毒，而且
每天对一户摊点进行农残检测，
一个月覆盖全部摊位，当天公布
价格和农残检测结果，买菜的居
民更放心。渐渐菜市场的人气上
去了，摊主们尝到了甜头，就不愿
走了。”周科长称，现在吉祥苑菜市
场里没有一个空位。

在槐荫区德裕路上，一个画
着便民摊点分布图的宣传栏格外
醒目。在分布图上，便民早餐点、修
鞋点、自行车维修点等20多处摊

点，集中分布在北小辛庄西街、北
小辛庄东街和德裕路上。

家住徳裕家园小区的范女士
说，便民摊点设立以后，餐车“挂牌
上岗”，还配上了地垫、垃圾清理容
器、污水桶等，看起来正规不少。

像德裕路一般的临时便民服
务摊点和临时便民服务市场正在
全市铺开。“清理占道经营‘赶’不
是长策，也要设身处地解决商贩
实际困难。”槐荫区城管执法局工
作人员表示，临时便民摊点在居
民需求的位置，引导流动商贩进
入经营，既实现市容秩序良好的
目标，又解决了商贩的生计问题。

要留得下

还需长效管理

“就怕一阵风吹过，过后就又
恢复原状了。”而事实上，不少摊贩
也希望能在临时便民摊点这个

“家”中长久待下去。“划定经营区
域、明确经营时限、落实专人管理、
完善规章制度。”目前，槐荫区共设
置临时便民市场21处，临时便民摊
点42处，便民服务点26处。而天桥
区也在20处临时便民市场和54处
临时便民摊点群挂上了新牌。

为此，不少街道办也做出尝
试。七贤街道办曾出资统一购置
了多辆餐车交由业户使用，业户
在车内经营。还协调相关部门为
业户办理了食品生产经营登记
证，摊贩办理了健康证。“为每个业
户建立档案，市民一旦发现问题，
可随时举报。”

该街道一工作人员说，为加
强后期管理，街道特别成立多部
门组成的“自管会”，每周对环境卫
生、食品安全等进行检查。“每次检
查后，我们会对业户的得分进行
排名，排在末位的业户，会对其提
出警告，责令整改，合格后可继续
经营。若连续3次排在末位，将终止
经营权。”

而山大路街道办，则为各业
户办理准营证，并规定摊位不得
转让和请销假制度，和计分考评
制度。“摊位闲置10天以上又未请
假者按照自动退出市场，全年累
计扣16分将收回其摊位。”

这种严格管理也收到良好的
效果。“看到流动商贩来，会给街道
办举报，为我们撑腰。”在济南大学
西校门摆摊的孙勇说，如果全市
的摊点都如此规范，那他们也就
不会再被骂了。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蒙 范佳

秦芳（化名）来自菏泽巨野，2010年全
家来到了济南。眼看老家年轻人都出去
打工，表姐一家在省城摆摊还安了家，她
便也来到省城“闯一闯，也能让孩子上好
学校”。

秦芳没有一技之长，只能跟着表姐
摆摊卖些小吃。“像红豆饼、烤面筋啥的，
哪里人多往哪扎。”她花一百多块钱买了
一辆三轮车，搭起个架子，就骑着在济泺
路附近转悠。提起摆摊经历，秦芳不好意
思地笑着说，她把三轮车在公交站牌或
路口处一放，买东西的人一多难免影响
交通，是城管人员眼中典型的占道经营。

“有时遇到城管执法人员查得严了，
干脆就出不了摊。”秦芳说，巡查人员到
处都有，从早查到晚，她蹬着三轮车绕上
三四里地还找不到个合适的摆摊点，只
能悻悻地骑回了家。

秦芳有一次没来得及跑走，被城管
执法人员暂扣了经营工具，怕被罚钱的
她，没敢去领自己的东西。“后来又花钱
买了辆电动三轮车，能跑得快点。”

秦芳说，现在被城管执法人员逮住

也不罚钱了，但是会被叫去接受政策教
育。一同行，一月被叫去教育了好几次。

2014年12月，秦芳在堤口路东段一处
临时便民早餐摊点安了家，她心理终于
踏实了。“再也不用一惊一乍地躲着了，
不停地换地方生意做不好不说，还常被
投诉。现在见到城管执法人员，也能有底
气地挺起身子了。”

秦芳的摊点安定下来以后，生意也
渐渐好了起来。“六点出摊，八点半收摊，
一早便能卖出上百份煎饼果子。”而秦芳
也特别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安定。“如果
不好好干，很快就被别人代替了。”她的
摊位挂了经营牌子，办了健康证。每天都
会把自己的摊位弄得干净整洁，也会注
意不落下垃圾给别人添麻烦，而这些都
是她在“流窜摆摊”中从没顾得上的。

秦芳也引来老乡徐立的羡慕。秦芳
说，徐立的孩子在历下区一家幼儿园上
学，想享受减免政策，幼儿园让他开摊位
证明。但他是个流动摊位占道经营，街道
办说不是正常的经营活动，证明不能给
开，也就没享受到优惠政策。“他说，要是
也像我一样有个城管认可的摊位，说不
定就能给开出来了。”

进进厅厅之之路路

流流浪浪摊摊主主有有了了自自己己的的““家家””
“之前看到城管就跑，现在安心了”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蒙 范佳

在创卫期间，扰民的马路市场终于有了更多的去处。临时便民市场和摊点的设立，让他
们找到了组织和归属。而这些被摊主视为“家”的摊点群，如何能吸引商贩呆得住、留得下，更
为细化的长效管理机制将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槐荫区一早餐便民临时销售点，挂上了责任牌，配置了卫生工具。

老穆在
展示吉祥苑
菜市场追溯
系统打印出
的 购 买 单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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