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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乱扔堵塞交通，一来个雇主就被围得水泄不通

马路劳务市场谁来 规范
本报记者 孟敏 见习记者 张文 实习生 刘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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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地是垃圾，

累坏六旬环卫工

16日早上6时许，在全福立交桥
下，60岁的环卫工李学平还在打扫马
路上的垃圾袋、废纸、烟头……从早
上4点多就出来干活的他一直忙到现
在。“我负责这个区域的卫生清洁已
经有五年了，看着这个马路劳务市场
一步步从小变大。” 李学平说，他的
工作量是普通路段的2-3倍，但不多
拿一分钱。

最让李学平难过的是，这边找工
作的人经常闲来无事，把散发的广告
宣传页撕成碎片，然后往空中一扬，
就是为找乐子，他多次说过都没用，
只好一点点重新打扫，最怕碰到刮风
天。“五岁的孩子都知道垃圾该扔到
垃圾桶里。”作为同事的甄永立感到
愤愤不平，他说在这里等工作的人乱
丢垃圾、烟头都成习惯了，尤其是早
晚饭点时，满地白花花的塑料袋，可
苦了环卫工。

同样的情况在工业北路、花园路
也屡有发生。工业北路人最多时能聚
集上千人，找工作的人吃完东西将垃
圾随手一扔，清扫量可想而知。

不光环卫工劳累，市民也多有怨
言。“十字路口车来人往，工人特别多
时，大家会直接站到机动车道上，过
往车辆都得小心翼翼，生怕发生交通
事故。”市民陈先生说，每天早上7点
钟左右，是劳务市场人最多的时候，
同时也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而马路

劳务市场影响了交通，希望能早日进
行规范。

个别人为争活，

甚至打架斗殴

来劳务市场找工作的除了附近
区县的农民，还有下岗职工。“想找人

给家里贴个瓷砖，结果被20多号人围
了三层。”市民张女士平时看到全福
立交桥北侧经常有人打出装修的广
告牌，就过来问问，结果被围堵得透
不过气，一看这阵势她赶紧走了。当
时，环卫工李学平也看到了这一幕，
他赶紧帮着把张女士带出了人群。
很多人还在后面追她，吓得她随便跳
上一辆公交车就走了。

上午8时许，在工业北路和朝山
街交会处，等活儿的工人有上百个，
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四处张望，不放
过每一个路过的雇主。只要有人停车
下来，就会立马被前来询问的工人围
得水泄不通。大家密集地向招工人

“开炮”：“招工么？”“啥活儿？”“要几
个人？”……看到有人聚集，便有更多
工人凑过来，队伍越来越壮大。

随着十艺节盛

会的临近，省城将掀

起一场城市管理大

会战，改善市容市

貌，治理道路秩序。

而马路劳务市场垃

圾乱扔、占用道路、

打架频发，多个部门

都喊管不了，成了城

市管理的“顽疾”。

在工业北路的劳务市场，隗
先生说，他曾经在钢铁厂干了4
年。把钢铁厂和劳务市场相比，
他还是愿意选择劳务市场。他
说，虽然在厂里每个月都能拿到
2000多元钱，但是和劳务市场相
比，还是少点，又受上下班时间的
约束。“在劳务市场，不是天天有
活儿，但是一月也能挣3000多。”

因为家住在张马屯，他每天
骑电瓶车15分钟就能到劳务市
场。每天干零活，做两三个小时，
就能挣上两三百。没活儿干的时
候，中午他就回家吃饭，下午四
五点，再到劳务市场来。因为已
经成家舍不得老婆孩子，隗先生
打工最远的地方，是在青岛，在

那边呆了一个月就回到了济南。
“在外边挣的钱多些，但在外边
有在外边的苦，吃住一刨开，挣
得也和家里差不多。还得撇家舍
业，我不愿意这样。”

其实，在工业北路劳务市场
的北边1000米处，有一个30多亩
地的大广场。这是2009年开全运
会的时候，专门拿出来作为劳务
市场供工人们使用的。隗先生和
同伴们呆了几天，就不愿意过去
了。“那个地方太偏了，交通不方
便，没人气。”隗先生说，在那边3
天找不到一个活儿，而在工业北
路上，最好的时候一天就能干好
几个零活儿。于是，大家慢慢又
回到了工业北路劳务市场。而那

个大广场，在用了半年之后就闲
置至今。如今成了老人放风筝、
孩子嬉戏的场所。

工人们说，找工作就图个交
通便利。自己来回坐车好坐，另
外老板们车子往路边一靠，就可
以谈生意。这些劳务市场基本都
是在交通要道自发形成，逐渐人
越聚越多。

在全福立交桥，除了找活儿
时一哄而上，没活儿时大家各有
各的消遣：抽烟、打扑克、嗑瓜子
儿。“要是有合适的地方，不在这
里风吹日晒也好。”做室内装修
的廉培奎说，不过这个地方交通
便利，不收雇主和他们的费用，
方便他们找零活儿干。

对于马路劳务市场管理，王
舍人街道办事处执法中队队长
王树忠直言“不好管”。这是个两
难问题。一方面，劳务市场确实
给交通、市容市貌带来不好影
响；但另一方面，来找工作的
人也都是为了生计。许多农民
一大早从济阳、商河、章丘赶过
来，就是想在农闲时，挣些钱补
贴家用。

王树忠说，之前对劳务市场
进行过整治。大概两年前，劳务
市场工人集中在十字路口的北
面。北面空间更狭小，没处停车。
其间还出过一次交通事故，有车
碾伤了行人的脚趾。之后劳务市
场便强行由北面迁到了南面，这

里的空间相对大一些。同时，执
法中队又雇了两个临时工人，每
天6点半到10点，在劳务市场维
持秩序。这算是比较有效的管理
方法了。目前，他还没听过有劳
务市场管得很好的成功经验。

“劳务市场自发形成，要规范管
理或逐步取缔，都需要一个过
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全福街道办也曾引导他们
到社区服务中心劳动保障大厅
找工作，但那边的工作多是招长
期工，不适合他们，效果不理想。
城管科对此也感到“很头疼”，在
全运会时也曾派人全天盯着，但
这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办法。

城管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建

议，改善机制，给他们建立一个
人力资源交流平台。毕竟城管维
持秩序只是辅助管理方式，真正
要解决还要从根本上解决找工
作的问题。交警部门的人士也表
示，每次接到市民投诉占用车道
时，他们都立即前去疏导，按规
定进行处理，但最好还是“退路
进厅”，马路上聚集一两千人找
工作难免影响交通。“马路劳务
市场情况很复杂，若产生纠纷应
从经济合同的角度解决，而不是
按劳动合同来处理。”济南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
处的相关人士表示，这需要多部
门合力监管，不是一个部门能单
独管好的。

打工者有话说：

要有合适地方谁在这里风吹日晒
见习记者 张文 本报记者 孟敏

一个马路劳务市场多个部门在管
本报记者 孟敏 见习记者 张文

“全福立交桥这边的务
工人员分派别，多次为了争活
儿打架。”一位知情人士说。

记者从全福派出所了解
到，这里一直是他们的重点
关注区域，今年2月、3月就因
为打架拘留了3个人，从去年
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已经拘
留六七个人了。

▲马路劳务市场对交通造成了一定影响。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来一个雇主，一群工人围上去。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安全帽和工具包几乎就是马路劳务市场工
人的全部行囊。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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