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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郭建民

心系菜篮子，一晃就是十年
文/片 本报记者 赵树行

郭建民是六街居委会的党支部书记，他还有另
一个职务是六街蔬菜批发市场的经理，一人身兼两
职，一干就是十年。在他眼里，这个担子很重，因为
六街蔬菜批发市场是滨州市民的菜篮子，是滨州市
菜篮子工程建设的第一环，可以说，他就是这一工
程建设的排头兵。用他的话说就是，“管好六街，丰
富市民菜篮子。”

半路出家，一干就是十年
2002年村里选举，郭建民成为六

街居委会的党支部书记，这对于他来
说着实是个挑战。因为他虽是六街居
委会的一员，但是在当村干部之前，
他并不是很关心村里的事情，所以对
于如何处理农村事务他心里还是有
点打鼓。“话说回来，群众既然把我选
上了，就不能打退堂鼓，就得力所能
及地为这个集体出力。”郭建民说。

六街蔬菜批发市场因地处六街
而得名，六街居委会的不少村民得地

利之便，在市场上也有生意。自己居
委会的居民在市场上有活干，有个生
计是居委会最乐于看到的事，但是这
随之也带来不少管理难题。郭建民上
任伊始首先得过这一关。据他回忆，
以前六街市场没有太明确的界限区
分，由于老百姓的购买习惯等原因，
从渤海六路沿黄河一路往东全是蔬
菜摊，有做零售的，也有批发商贩，市
场管理比较混乱。郭建民上任后，计
划对摊位进行调整，把零售和批发划

分出来，不仅方便商贩销售，而且还
方便管理。

万事开头难。最大的困难就来自
六街居委会的商贩。因为这些商贩都
是本地的，他们占据了好位置，大摊
位，还不用付管理费，所以他们都不
愿意搬走。为此，郭建民带着居委会
的干部挨户做工作。功夫不负有心
人，在他们的努力下，六街市场终于
形成了现在西边批发，东边零售的整
体框架。

为建遮雨棚，拿房作抵押
郭建民还对市场上的地面进行

了硬化，增加了排水设施。这样一来，
以前下雨到处是泥的情况不见了，里
面也能进车了。但是西边批发市场一
侧还是露天的，天好没问题，一到恶
劣天气商贩们就遭殃了。现在，郭建
民正在筹划将这一区域用棚子整体
遮盖起来，方便商贩。

据他介绍，现在水泥桩已经打
好，春节后马上开工建设，预计明
年 5月份就能投入使用。工棚建好

后，即使下雨下雪商贩们也能正常
经营了，而且市场上的环境卫生也
会更好，菜叶淋不到雨，方便打扫。

这项工程预计投资一百五十
万元左右，这对于一个居委会是笔
很大的开销。但郭建民表示，建这
个工棚没有向商户收一分钱。全部
都是居委会自己想办法解决。据他
介绍，一开始工程承包商担心工程
完工后拿不到钱，最后郭建民以居
委会房子为抵押才消除了他们的

顾虑。
“商户们非常关心工棚建设，

经常催问啥时候开始干，而且很多
人也表示要集资，被我拒绝了。”郭
建民说。按照他的想法，商户们在
这里做生意，本来就本小利薄，集
资建工棚肯定会增加他们的负担。
而 且 ，集 资 的 话 资 金 方 面 是 解 决
了，但是利息这一块对居委会负担
也不小。思来想去，他与承包商协
商，两年之内分期将工程款付清。

一棉宿舍供水阀

已经修好了

本报12月25日讯(记者 刘涛) 25
日，本报以“供暖一个多月 ,厨房结了
冰”为题报道了滨州市一棉宿舍供暖
近一个半月 ,但56、57号楼的居民家中
平均温度只有十三四摄氏度,有的居民
家里甚至结了冰。负责小区管网施工
的李队长告诉记者，造成这两栋楼暖
气不热的原因是进楼的供水阀坏了，
现已修好。居民打来电话称，家里暖气
又热了。

滨州市一棉宿舍今年刚用上大
暖，但供暖近一个半月,56、57号楼的居
民家中平均温度只有十三四摄氏度，
而小区其它居民楼温度都能达到供暖
标准。居民曾反映过多次 ,但一直没有
得到很好的解决。

25日，负责小区管网施工的李队长
告诉记者，造成56、57号楼供暖不热原因
是进楼的供水阀门出了问题，闸阀不能
被提上来。据他介绍，56、57号楼楼前的
供水阀和回水阀是旧阀门，它的闸阀容
易坏，而新阀门是蝶阀，耐用。至于当时
小区进行管网改造时，没将其换上新阀
门，李队长解释：当时56、57楼的旧阀门
还很新，如果换了感觉有点浪费。

目前施工队只能先将供水阀的闸
阀取出来，暂不安装新阀门。李队长告
诉记者，新阀门和旧阀门安装距离不
同，新阀门短，旧阀门长，如果重新安
装需要焊接管子比较麻烦，短时间内

无法完成。此外，重新安装新阀门须停
了位于9号楼的主供水阀，这样就会影
响小区除了5、6、7、8号楼之外的所有
住户的供暖。李队长表示，明年将换上
新阀门。

25日下午两点，记者得知，56、57
号楼的供水阀的闸阀已取出，小区已
恢复正常供暖。

25日傍晚，滨州市一棉宿舍57号
楼居民孙先生打来电话称，家里暖气
与以前相比好多了。“非常感谢你们的
帮助。”孙先生高兴地说。

通往56、57号楼的供水和回水管道，
其右侧供水阀已坏掉。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郭建民通过考察外地成熟市场，
曾经想在六街建立一个蔬菜交易大
厅和一个大型地磅。买卖双方达成一
致后在大厅里就可以完成交易，这样
现金不用经手，不但增加了交易的安
全性，最重要的是能够使市场的运作
更加规范、专业。但是往往事与愿违，
六街市场目前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与外地成熟市场相比，六街市场基
础建设有点落后。大车根本就没法进

到市场里面，之前应付小型车可以，
但是现在都是规模化运作，大商贩靠
着多拉降低成本，而我们这靠小车贩
运，成本上没优势，吸引不到大客
户。”他说，六街市场之前可覆盖东
营、庆云等地，但现在缩小到以滨州
地区为主。

“基础设施不行，规模小，导致大
客户过不来。要发展，只有重新开发。”
郭建民表示。不仅如此，六街市场在管

理模式上也需要改进。他举例说，市场
上对本居委会的商贩不收费用，导致
市场上有的商户冒用居委会居民的名
经营，居委会居民再转包给外来商户，
这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这个市场主
要是靠外来商户养着，这样一来，其他
外来商户怨言很大，长此以往会形成
恶性循环，造成市场萧条，最终损害的
还是集体的利益。从市场长远发展来
看，加强这一方面的管理势在必行。”

“六街要发展，只有重新开发”

郭建民正在翻看六街市场设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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