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占道经营、排放污水、损坏人行便道……邹城整治洗车行业

85家洗车店仅有一家合格
文/图 本报记者 李蕊

一把水枪、两个大桶、几块破毛巾，就敢开门做

生意，洗车店为车主提供便利，也存在占道经营等

问题。日前，邹城市对全市85家洗车店进行集中治

理，其中83家洗车店收到限期整改通知书，另有一家

被取缔。这些洗车店将在11月前完成改造任务。

按照《邹城市城区洗车
业规范标准》要求，所有洗
车店在取得工商营业执照，
不超范围经营的同时，还必
须在核准的场所进行车辆
冲洗，不得占用道路、绿化
带和公共场所洗车和停车。

而且洗车作业区必须要设
置符合标准的沉淀池和排
水渠。

同时，要求洗车店不能
设在住宅小区、学校、交通要
道及一些人口密集区通道口
附近。更不允许擅自开挖、占

用市政道路和设施以及凿井
取水。在公共供水管网外用，
自备水源的应安装计量设
施，办理取水许可证难入管
理，并交纳水资源费和污水
处理费。

卜斌表示，目前被下达

整改通知的83处洗车店都要
1 1月前完成各自的整改任
务。11月1日至11月30日，工
作组将集中对他们的整改工
作进行验收，不合格的将要
求停业整改，直至达到要求
为止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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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设备简陋的小洗车
店，准备一把水枪、两个大
桶、几块破毛巾，就敢开门做
生意。殊不知，洗车后，他们
排出的废水，不仅使门前道
路泥泞不堪，也给城市排水
管网带来较大的隐患。

“设施简陋的小洗车店
不仅浪费水，而且占道洗车，
并肆意排放污水，这给路人

的出行及城市排水管网带来
诸多隐患。”邹城市洗车业整
治小组副组长卜斌介绍，从
10月份开始，邹城城管、交
通、公安、环保、水利、物价九
部门联合组成的洗车业整治
活动领导小组，对邹城市85
家洗车店进行走访、调查。执
法人员发现，目前洗车行业
普遍存在占道经营、随意排

放污水、损坏人行便道、偷采
地下水等诸多问题。针对存
在问题的洗车店，下达了限
期整改通知书。

邹城市洗车业整治小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洗车时，
会冲刷下大量的沙土，如不
按规定设置沉淀池等排污设
施，直接将废水排入地下，将
严重威胁城市排水管网的畅

通。
“一个中型洗车店，每个

月清理沉淀池时，一般可清
理出五六袋(编织袋)垃圾。”
该工作人员表示，80多家洗
车店的洗车垃圾如全部排入
地下，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外，部分业主擅自凿
井取水及超范围经营所带来
的隐患也不可小觑。

记者从洗车业整治小组
了解到，通过对85家洗车店逐
一清查，工作人员共下发了83
张整改通知书，其中仅有1家
洗车店各项工作均做的比较
完善，通过了检查。其他洗车
店均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
其中位于四基山路上的一家
简陋的小洗车店，甚至设在了
自家过道下，根据其洗车条

件，工作组在会商后一致决定
取消其经营资质。

为更直观地了解邹城洗
车业的现状，记者随机走访
了邹城市城区的多家洗车
店，发现不少洗车店在接到
整改通知书后，已开始着手
改造。在崇义路中段路北的
一处洗车店，记者看到，店主
在不耽误经营的同时，专门

请来了工人，对两间洗车房
门前逐一挖凿了排水渠。

“以前觉得自己的店挺
规范的，应该没有什么需要
整改的。没想到在这次集中
清查中，也发现了问题。”店
主商先生告诉记者，对于工
作组的整改意见，他心服口
服，因为他发现自从门前有
了两道排水沟后，店里洗车

溢出的废水再也没流到路面
上去。“眼看着天也冷了，路
上不积水了，我们自己出门
也方便了。”商先生直言。

随后，记者在峄山南路及
东滩路上的两处洗车店看到，
店主在接受整改意见的同时，
均在店面显著位置挂上了新
做的“价格明细表”，表示今后
要让顾客明明白白消费。

弓中型洗车店：每月可产生五六袋垃圾

弓整改进行时：83家洗车店收到通知书

弓行业有规范：作业区需配建排水设施

本报济宁10月29日讯(记
者 张誉耀 刘守善 通
讯员 魏司法) 26日，嘉祥
县梁宝寺镇王铺联小的“乡
村学校少年宫”正式启用，
在“少年宫”里，乡村的小学
生们或在老师的指导下棋、
或共同观看德育教育片、或
跟着老师唱歌、或和同学们
一起玩拼图游戏。从此，这
里既是学生们的开心乐园，
也是他们健康成长的重要
平台。

10月26日，在试用一
个月后，嘉祥县梁宝寺镇
王铺联小的“乡村学校少
年宫”正式启用。“现在学
校有了少年宫活动室，放
学或放假后，都可以来这
里画画、下棋、唱歌、跳舞，
还能看视频、做手工、学计
算机，再也不用羡慕城市
里的孩子了。”六年级(3)
班的学生孔慧闯对记者
说，她脸上洋溢着高兴又
略带羞涩的笑，道出的几
乎是所有农村娃的心声。

“城里孩子可以通过
多种方式培养兴趣爱好。
而农村娃，受经济、交通等
条件限制，没有机会参加
培训班、兴趣班。放学后，
他们没地方去，农忙时帮
着家里干活，农闲时就在
家看电视，课外活动基本
上是一片空白。”王铺联小

教师徐庆景表示，与城市
孩子相比，农村孩子对课
外活动的需求更加迫切。

今年7月，济宁市文明
办发起了“文明单位帮助
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的
活动，在全市选择110个文
明单位，与200个农村中小
学结成帮扶对子，通过校
舍改造、修缮和增设活动
器材等方式，帮助结对学
校在年底前建设一批乡村
学校少年宫。乡村少年宫
具体内容包括：田径场、篮
球场、足球场、排球场、乒
乓球场，具备1个以上；活
动室，如音乐室(琴房)、舞
蹈室、绘画室、书法室、节
目表演室，具备3个以上；
并配备德育、艺术、体育、

科技制作、多媒体播放等
类别的活动器材。

“将来还会建更多的
乡村少年宫，来填补农村
孩子课外教育的‘真空’。”
济宁市文明办未成年人活
动科科长林群说。

作为连续三年被评为
“全国文明单位”的济宁供
电公司，接到通知后，及时
与帮建的两所小学联系，筹
建“乡村学校少年宫”。“‘乡
村学校少年宫’的建设，改
善了农村学校课外活动器
材的不足，进一步缩小了城
乡差别，促进了教育公平和
城乡和谐发展。为乡村青少
年全面成长成才打下基
础。”济宁供电公司纪委书
记李纲锋说。

农村娃有了学校少年宫
济宁110个文明单位援建200个农村中小学少年宫

一家洗车店开始挖排水渠。本报记者 李蕊 摄

学生们在学校少年宫里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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