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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500 米人行道

挤下三百多个摊位

6 日晚上 7 点，记者来到
河东路时，道路两旁挤满摊位。
皮包、首饰、衣服等商品琳琅满
目，行人黑压压一片，中间夹杂
着自行车、电动车等。伴随着商
贩的吆喝声，顾客在马路中央
来回穿梭，本就不宽的路更加
拥挤。临近岱宗大街的路口上，
十多家烧烤摊、麻辣串摊一字
排开，油烟缭绕，喧哗之声不绝
于耳。

“去年 河夜市摊位没这
么多”，摊主王先生说，以前摊
位集中在道路两侧，现在东岳
大街和岱宗大街两个交叉口也
摆满摊位。 河东路岱宗大街
到东岳大街段，短短 5 0 0 米，挤
满 324 个摊位。

晚上 8 点，泰山火车站一家
超市门口，只有两米宽的人行
道上，南北两侧的临时摊位紧
挨着，中间只留下半米的空间
供人行走。“这边太挤了，道都
被卖东西的堵上了，只能走马
路，太不安全了。”行人李先生
说。

东岳大街松园小区附近，每
天下午五六点，上百个小摊陆续
摆上路南的人行道。从时代佳苑
小区路口向东，至会展中心路
口，借着路灯的灯光，摊位摆成
一条长龙。在科山路和文化路丁
字路口，南侧、北侧和东侧，也摆
满小地摊。六百米左右的地段，
摊位就不下 150 个。

记者走访发现，夜市多分布
在人流量大的城市主干道和新
建社区周围，铺层布摆上商品即
可；卖衣服的商户，或是带着衣
服架或是在道路的景观树之间
拉起线，上下排了 4 层衣服；一
台小推车，几张桌子，十几把马
扎，就成了夜市的烧烤摊。众多
摊位混杂无章，没有统一规范。

烟雾呛人不敢开窗

周边居民叫苦不迭

夜市丰富了市民生活，但
也带来交通、环境卫生等不少
问题。

“ 河夜市挺不错，就是没
有厕所。”山东农业大学学生刘
文说，他经常和同学来上河桥
夜市逛，最尴尬的是找不到公
共厕所，只好又跑回学校方便。
虽然泰山大桥北边新增了一个
公 厕 ，但 位 置 在 桥 下 ，很 难 找
到，而且两个蹲位的厕所远远
不能满足这么多逛夜市的市民
需求。一些着急方便的市民，就
在 没 有 路 灯 的 桥 东 胡 同 内 解
决，小区居民很气愤。

同时，大多数夜市都在道
路边、人行道上摆摊设点。缓慢
行动的人群中，偶尔窜出的摩
托车、汽车，不停地按着喇叭。
市民甄女士逛夜市时，被摩托
车刮破了衣服。她认为夜市应
该禁行机动车。

一边是往来的车辆行人，一
边是吃着烧烤喝着酒的划拳声，

紧挨着夜市的小区居民，享受夜
市方便的同时，却也得忍受烟熏
火燎和嘈杂吵闹。松园小区居民
苏刚说，他家住在楼头，楼下有
几家烧烤炸串的摊子，烟雾呛
人，天热也不敢开窗。每天晚上
不到十一二点以后基本不会消
停。家里的老人孩子都休息不
好。

除了环境卫生、噪音油烟
等问题，夜市产品质量一般，也
让市民吃了哑巴亏。市民周女
士几天前买了一件连衣裙，当
时感觉不错，回家穿了一次就
缩了水。找摊主理论，摊主却反
问：“ 30 块钱你还想买多好的衣
服？”

夜市繁华过后，环卫工人
都要忙碌一早上，清扫留下的
一地垃圾。虽然有的夜市有垃
圾桶，但个别摊主直接把垃圾
丢在地上，甚至扔到 河里。清
理该段 河卫生的河道工作人
员说，夏天清理压力最大，早上
要捞好几船垃圾。

只有一处夜市获批

社区监管有难度

“ 现在社区正采取多项措
施，做好服务。”北新社区居委会
陈书记说。2010 年， 河夜市的
管理权划归给北新社区。 河东
路上的路灯亮起来后，社区安装
了 1 6 个摄像头。“南北连成一
片，能监控夜市上的一举一动，
为行人和摊主提供安全保障。”
陈书记说。 河夜市上摆摊的业
户以下岗职工、弱势群体、大学
生为主。针对大学生时间摆摊不
固定的特点，在沿街的摊位上，
社区专门开辟出来临时摊位。如
果大学生不来摆摊，自动转给下
一个申请者。

社 区 还 在 夜 市 地 底 拉 起
1 2 0 0 米的电线，从北至南拉起
一条统一的钢线，用来悬挂灯
泡和电表。“摊主需要用电照明
时，从地下的电缆上接到上面，
改变过去撕拉电线架设电表的
情况。”陈书记说。社区统一在
晚上 6 点到 1 0 点送电，像烧烤
摊、麻辣串摊，社区会专门架设
电表，摊主自行控制用电开关。
此外，还安排两个协管员，每天
在夜市 1 0 点收摊时，依次敛起
商户的垃圾袋，不定时监督摊
主，督促摊主把垃圾扔到垃圾
箱内。

据了解，除 河夜市由社
区管理之外，其余几个大小夜
市都是沿街自发形成的。所属
社区也无监管权泰安市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表示，
城管只是配合行动，整治现有
夜市，不属于主管部门。泰安市
工商局工作人员表示，夜市摊
点大多没有注册审批，他们也
无权查处。

泰安市规划局以红门路、
河东路、泮河一期西侧、岱庙

周边、财源街、中轴线两侧等区
域为重点，规划餐饮购物及休
闲娱乐特色街区，形成集聚效
应，解决夜经济发展瓶颈，形成
具有吸引力的旅游特色街区和
夜生活聚集区。

占道拥挤、噪声扰民、垃圾遍地

泰城夜市
该管就得管
文/片 本报记者 赵兴超 王世腾

夏季来临，泰城夜市也火

起来。6 日记者走访 河东路松

园小区、科山路等夜市发现，只

有一处夜市有社区管理。不少

夜市存在环境、卫生、交通等问

题。泰安市规划局规划休闲娱

乐特色街区，解决夜市发展瓶

颈。

很多小商品都没有质量保障。
◎夜市大家谈

从摊贩到顾客，夜市的作
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夜间市
场。如何在保持便利，发挥夜
市积极作用的同时，修正夜市
发展中出现的弊病，每个市民
都有话可说。

本报开通“泰城夜市大家
谈”栏目，对夜市中出现的各
种问题，您有何建议。欢迎拨
打 热 线 ：1 8 6 5 3 8 8 1 0 8 6 ,
18653881096。

临时扯的电线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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