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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记者走访北宫南街、西园
街等摊点市场发现了同样的一个情
况：市场道路两旁的路牙石明显标
记着各摊点所占区域，各摊点紧紧
相邻“座无虚席”，已经很难发现
空置的摊位，不少摊主甚至把摊位
摆到摊位群附近的道路上。

在设立摊点群之前，曹家巷的
摊点市场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在
这条 200 多米的巷道内，聚集了大
约 100 家大大小小的摊位，摊点早
已饱和。“想在这租个摊子卖东

西，不好找了。”摊主董女士说，
除非有人不愿意干了，把自己的摊
子租给别人。

北宫南街的情况也是如此，道
路两旁全部是各样的摊点，与北宫
街相邻的道路也被摊位占据，不少
店面甚至将“禁止摆摊”的牌子挤
到了道路上。

到北宫南街买熟食的周先生
说，这摊点群已经明显拥挤了，应
该再找几个离居民区较近的地方，
增加摊点群的分布。

“引摊入市”后，占道经营仍屡禁不止

马路市场症结在哪里？

本报 8 月 8 日热线消息
（记者张焜 赵松刚）针对
占道经营问题，潍坊也在城
区设置了多个正规摊点群，
进行“引摊入市”，规范管
理，但是连日来，有市民反
映，下班高峰期，在新青年
路和仓南街交叉口，不少商
贩为“抢”生意违法占道经
营，10 米左右的仓南街口，被
占道摊点占去大半，下班过
路行人不得不放慢速度。

城管执法人员赶到后，

对各流动摊点摊主进行劝
解，要求摊主按照要求将摊
位撤离道路，以便行人顺利
通过。可是，个别摊主却始
终“赖”着道路不肯离去。

记者了解到，针对流动
摊点反弹性很强的情况，城
管执法部门经常在上下班前
突击检查，不时能够查获违
章摆摊的人力三轮车和架子
工具车，既便如此，流动摊
点仍然屡禁不绝。

据了解，为解决占道经
营问题，潍坊也采取了很多
管理方式，包括设置摊点
群，“引摊入市”，仅潍城
区就有北宫南街、西园街、
曹家巷、太平街、游麟路市
场等多个正规摊点群，但
是，占道经营问题，在个别
路段仍然存在。

记者调查发现，摊点群
饱和、摊位租费问题和占道
摊位的流动性特点，却使不
少占道“游击队”宁肯“打游
击”，也不愿意进摊点群。

每天中午，家在鸢飞路附近的
李女士赶到十中附近的路口摆摊，
卖自己在家做好的“扬州炒饭”。
但是，早上和晚上她却不出摊做生
意，而是照顾孩子。提起租赁摊
点，李女士坦言，“租摊的话，就
必须早中晚都得干，我只是随便卖
卖家里的菜，那不适合我。”

如李女士这般的想法，也成为

占道“游击队”的主流想法。“摊
位都要收费，有的还不低，像我们
这样不常干的，实在是不划算。”
一位出售熟食的李先生告诉记者，
在太平街摊点群，每片长 1 . 3 米左
右的摊位每日收取 2 元费用，这对
只是早上出摊、仅挣 10 多元的他
来说，有点难以接受。

本报记者张焜 赵松刚

“零散摊”交不起管理费

摊点群已“座无虚席”

本报 8 月 8 日热线消息(记者
庄文石) “本想到今年种的水果
能有个好收成，没想到两亩多地一
夜之间竟被推成了平地”， 7 日，
坊子区葛家村的村民韩先生向本报
反映，由于屡次拒绝村里的征地要
求，自己栽种了各种果树和十几颗
槐树的经济田一夜之间被人夷为平
地。

7 日上午，在坊子区葛家村村
北的事发地点，要不是村民韩公之
指点，记者实在想不到这块像极了
建筑工地的大坑此前竟是一片果
园，整片地上已经见不到一草一
木，地面也被铲车和推土机压平，
上面满是错综复杂的轮胎印，只在
边上几颗残留的果树枝，还依稀能

够让人联想到此前这里曾经枝繁叶
茂。

韩公之说，这片地南北长 65
米，东西宽 20 多米，差一点不到 2
亩地，家里一直当做经济田，从父
辈开始就在这里栽种了不少槐树，
前几年，自己又在这片地种了一些
苹果、柿子、杏儿和桃树，结的水
果除了分给周围邻居之外，还可以
卖一点补贴家用，可是没想到竟会
遭到破坏。

“我是 7 月 27 日早上来发现
的，当时真是不敢相信眼前的事
实，这些人实在是太狠了，连一颗
草都没给我剩下，直接用推土机给
推平了。”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
韩公之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快要成熟的果树遭此劫难，难
道是和人有仇？对此，韩公之表示
自己在村里人缘还算不错，在外面
也没有得罪什么人，不太可能是有
人携私报复，他怀疑是村里派人干
的，原因是自己曾经屡次拒绝村里
的征地要求。

在采访中，有村民向记者反
映，村里目前正在进行城中村改
造，按照规划，村里的地上都要盖
楼房，因此从前些日子开始，村里
就开始征收村民的土地，并给予一
定的补偿，但是因为补偿价格有所
差别，不少村民拒绝将土地转让。

韩公之告诉记者，村里在 7 月
中旬曾经通知自己去签字，并称根
据评估公司的评估，自己的二亩地

的补偿价格一共是 55800 元，当时
自己看了看他们统计的少了边上的
槐树，村里就又给加了 7000 元，
并催促自己赶紧签字，但是考虑到
南边的经济田都是 5 万多块钱一
亩，就没有同意。结果从那时候开
始，果园就时不时地遭到破坏，有
一天中午，自己曾经亲自碰到有二
十几个人拿着三把锯在伐树，当时
村里承认是他们派的人。

8 日下午，记者联系到了葛家
村村委会，该村村长说，对于韩公
之的果园赔偿价格，是由正规的评
估公司评估的，但由于对方不同
意，村里就一直在和他沟通，至于
果园到底是谁给破坏的，村里并不
知情。

二亩果园一夜间突遭铲平
种树者此前曾屡次拒绝征地

不少小区健身器材超期服役
本报 8 月 8 日热线消息 (记者

韩杰杰 周锦江) 8 日上午，鸢
都义工、体彩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起
前往樱园社区东广场对健身器材进
行清洁。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
小区的器材已超期服役，日常维护
和更换成为一个大难题。

据了解，潍坊市首批器材引入
在 1998 年左右，而记者看到多数

器材铭牌上写着安全使用年限是四
年，但是有不少器材看不到“出生
日期”，记者调查发现，按照四年
的安全期限来看，潍坊目前有不少
器材是在超期服役。

记者走访多个小区的健身场地
发现，即便没有超期服役的健身器
材，也因维护不到位而“缺胳膊少
腿”，给市民锻炼带来了不便。

记者了解到，樱园社区的健身
器材是由市体彩捐建，按照文件中
“谁受益，谁管理”的原则，这些
器材该由社区来管理。据体彩中心
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器材都是一次
捐建，如果出现问题都是找器材销
售单位，他们有定期的维护，小零
件、小螺丝好办，但是一些大的破
损就得找总部，程序复杂。

据介绍，在日常的维护过程中

有不少破损的情况发生，最根本的

原因是市民不看使用说明，在使用

的过程中方法不对非常伤器材。还

有部分社区里对器材维护不重视，

居民在器材上晒拖把、晾衣服，外

漆破损不及时修复，导致器材锈迹

斑斑，缩短寿命。

本报 8 月 8 日热线消息
(记者 于潇潇) 近日，潍坊市
潍城区开展“严管网吧促文明”
活动，对全区 45 处网吧统一进
行整顿。截至目前，全区被责令
停业的网吧达 9 家，占全区网
吧 1/5。

据了解，被停业的 9 家网
吧多是由于登记不规范，或地
址不合规定等原因被停业并限
期整改，在整改期间经多次复
查合格后才允许重新开业。包
括被停业网吧在内，全区被处
罚网吧共计 26 家。

同时，潍城区充分发挥社
区“五老”及老师家长监督队的
作用。初步统计，7 月份至今，
“五老”监督员和老师家长发现
并劝阻未成年人进网吧 300 余
人次。

潍城区叫停

9 家网吧

本报 8 月 8 日热线消息
(记者 张焜) 曾经在青州掀
起不小波澜的东夷文化标志园
青铜雕像盗割案已有结果。近
日，青州法院判决盗割铜像的
时某有期徒刑 3 年。

时某从 2009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0 年 1 月 15 日，先后
三次窜至文化标志园内，用钢
锯切割的方式盗窃该院内铜质
雕像的部件。

“被切割的铜质部件，时
某按废铜价格 14 元/斤卖给废
品收购点，获利仅 1 0 0 0 多
元。”审判人员介绍，东夷文
化标志园不仅体现青州城市文
化内涵，也是市民休闲娱乐的
公共场所，时某破坏铜像，所
获赃款数额虽不大，却严重破
坏了城市形象。

盗割城市雕塑

男子入狱 3 年

窨井“张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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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在潍坊市和平路民
生街路口北侧，行人正从一个
没有井盖的窨井边经过。据附
近的一个商贩介绍，这个井盖
丢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了，
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处理一
下。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