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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烧烤从业者揭内幕：

烤烤一一斤斤劣劣质质肉肉净净赚赚5500多多元元

济南的露天烧烤似乎已经成了
城市特色：乌烟瘴气的摊位、吆三喝
五 的 食 客 、打 游 击 式 的 经 营 方
式……露天烧烤成了济南一张特有
的“名片”。

执法之困：

摊主“躲猫猫”、“打游击”

在经四路一处露天烧烤摊，在
城管人员盯守时，摊主不出摊。但是
到了晚上9点后，摊主见城管执法的
车离开，就纷纷出摊，立刻变得活跃
起来。该处城管人员表示，城管科的
工作人员每天都在那里守到晚上8点
多。城管人员在的时候，他们不出摊，
等城管人员一走，他们才出来经营。
这极大地增加了执法的成本和难度。

据悉，和城管打游击、躲猫猫是
露天烧烤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一名
从事露天烧烤的摊主告诉记者，想
要投资少、多赚钱就要学会和城管
打游击。“干烧烤就要掐准城管上下
班时间，城管工作时，千万不要出
摊，否则要是工具被没收，想要回来
就难了。城管下班后，就可以随便
摆，当然如果能够打探到内部消息，
那就更好了。”

“烧烤牵扯到工商、食药、公安、
交警等多个部门，应当联合这些部
门共同执法才有效果。”济南市民金
先生表示，治理烧烤也不应该全是
城管的职责，露天烧烤无证经营，涉
及食品安全问题，占道经营也涉及
交警部门，所以在治理露天烧烤时，
应当是多个部门联合起来共同执
法，突击行动，多部门严厉处罚才能
起到明显效果。

管理之困：

成本增加，摊主拒绝“进厅”

对于治理露天烧烤的问题，有
关部门曾经提出了退路进厅设想，
但是济南在试点了一段时间后，发
现退路进厅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由于房租、设备等因素，室内烧
烤往往比室外稍微贵一些。”烧烤店

“纸盒吧”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的房
租每月需要6000元，但是露天烧烤几
乎是零成本。所以室内烧烤的价格一
般要比露天烧烤的价格高一些。

对于从事室内烧烤的店主来
说，价格是他们想回避却跳不过的
坎。记者采访一家室内烧烤时，该老
板以“羊肉串市场价8角一串，良田
羊肉串1 . 5元，我们卖1元”来显示自
家烤串价格不算高。而作为室内烧
烤品牌店的珍祥烧烤的店员则表
示，“价格没那么贵，我们人均50多
元就可以吃得很好。”

饮食习惯：

食客“就愿意在室外吃”

记者走访多个露天烧烤摊发
现，规模较大的占道经营摊位中的
很大部分并非没有店面。但部分烧
烤店的店内面积不大，也未开空调，
就餐气氛确实不如街外。

“吃露天烧烤，吹着自然风，环
境还敞亮，气氛也热闹，夏天我们都
愿意在室外吃。”正在吃烧烤的市民
张先生说。

“抬腿就能吃、席地就能坐。”
记者采访了解到，很多食客选择吃
露天烧烤的一大原因就是其便利
性。很多济南市民和外地游客已经
形成了固有的餐饮意识和习惯：来
了济南就是要吃露天烧烤。据经一
路一烧烤摊摊主介绍，由于这种饮
食习惯的养成，也使很多人不喜欢
在室内吃烧烤。

室内成本增加

摊主不愿“进厅”

本报记者

每晚都要去

盯烧烤摊

27日下午5点半，记者联
系上小张时，他已经到了经四
路上的烧烤摊旁边。

小张和他的同事分成了
两组，每天下午一下班，顾不
上吃饭，他们就开着车来到这
里，盯着这八家烧烤摊，“我中
午都得多吃点，晚上到家后再
吃晚饭，不过闻烧烤味闻的，
也没什么食欲了。”

这几家猪肉串店是今年
才出现的，原来这些门头有的
是修电动车的，有的是开饭店
的，甚至还有的是做殡葬业
的，到了夏天，他们纷纷支上
炉子，摆上桌子，烤起了肉串。
烧烤时冒出的滚滚浓烟和占
据人行道的食客，严重影响了
周围居民的生活，而小张他们
的工作，就是让这些影响尽可

能地减少。当摊主把炉子、桌
子摆到人行道上时，小张和他
的同事就会上前劝阻，一直要
持续到晚上8点多。

盯守结束，当小张回家的
时候，一般都得是晚上九点多
了，两岁的孩子已经玩累了，
跟爸爸玩不了多长时间就睡
了。小张吃点饭，也得赶紧睡
觉，第二天早上8点半，他还得
准时到单位，然后开始白天对
街道的巡查。

对市民的误解

感到委屈

没有执法权，不能没收工
具，对于摆在路上的烧烤摊，
小张和他的同事唯一的办法
就是劝阻。

“我们会跟他们讲道理，告
诉他们摆在路上对周围居民的
影响，对济南创城的影响，可这
些道理往往没什么作用。”

“我们觉得很矛盾，如果我
们不让他们摆这个烧烤摊，就

会断绝了他们的生活来源。”对
于下班后要做的这些工作，小
张充满了无奈，可更让他无奈
的，是市民的不理解。

“有一些在这里吃饭的市
民，觉得在街边吃个烧烤挺好
的，有感觉。”小张说，而居住在
旁边的市民可不这样想，“我们
经常会接到市民的投诉，说我
们是这些烧烤店的保护伞。”小
张对于市民的这些投诉感到十
分委屈：“我们要是总坐在车里
太闷了，有的时候会坐这些烧
烤摊的马扎，这些摊主有时也
会来找我们聊天，可能这样就
让市民们误会了。”

这些猪肉串店的经营者，
对于小张的工作表面上十分
配合，可是，当小张他们一走，
立刻就会将桌子摆上人行道，
在街边支起烧烤炉，热火朝天
地干到后半夜。

最重要的是

让摊主主动进屋

“我们现在根本没有休息
日，一直是在连轴转，城管科
加上聘用的协管也才十几个
人，实在是没有更多的精力来
整治这些烧烤摊了。”经常性
地加班，让小张的声音听起来
都是沙哑的。

27日，济南市出台《济南
市露天烧烤餐饮经营管理指
导意见》，明确露天烧烤要采
取室内制作，不得室外加工、
制作、销售，而且众多相关部
门也分别明确了工作职责。

“太好了！”小张得知这个意
见的出台后说，在他看来，如
果能够开展联合执法，要比
他和同事在这里盯着有效得
多。

“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让
这些露天烧烤的摊主主动进
屋进行烧烤，要不没收了工具
之后，他们还可以再买，突击
检查盯守过后，他们还会再次
在室外烤起来。我认为应该有
统一的政策，来真正约束他
们，这样才能有效。”小张说。

市市民民有有时时误误会会 摊摊主主““阳阳奉奉阴阴违违””
街道办城管：我们也觉得很矛盾

在大观园附近的经四路上，今年冒出了八家猪肉串店，一到了晚上，吃烧烤的人就会坐满人行道，烧烤
的炉子有时还会摆到马路上。为了让这些烧烤摊尽可能地不影响到周围居民的生活，大观园街道办城管科
的工作人员小张和他的同事又多了一项新工作。

几张桌子、一台
炭炉、两三个人就能
凑成一个露天烧烤
摊。“一斤低劣羊肉的
肉串纯利润竟高达五
六十元。”从事烧烤行
业的李先生揭秘露天
烧烤的生意经。正是
在如此高利润的诱惑
下，露天烧烤才屡禁
不止。

烧烤摊位几乎占
据了整条街。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本版采写 本报见习记者 王皇
李师胜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刘雅菲 任磊磊

“昼伏夜出”的露天烧烤看
起来实在不起眼，这些摊位大多
摆在路边嘈杂的地段，木炭一烧
起来就乌烟瘴气，食客们三五人
一桌，垃圾扔得满地都是。如此
不堪的地摊摊主，赚的钱却比在
办公室的白领们要多很多。

李先生在济南已经从事五
六年的烧烤行业，他对这一行
业很熟悉。他告诉记者，一个露
天烧烤摊成本投入最多一两万
块钱，但是一年的纯利润保守
估计也要十多万。“露天烧烤的
成本很低，他们大多选在人流

较大的马路边上摆摊，几乎没
有水电费的成本，而且露天烧
烤大多在一些街边摆摊，场地
费成本几乎为零。他们的成本
支出主要是在桌椅板凳、厨具、
木炭上的投入，以及配料和进
货的成本。”

一两万投入

十多万盈利

李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以目前市场价来算，正规、
良心烤肉店所进的羊肉是30多
元一斤，而一些黑心露天烧烤
摊购进的羊肉价格从七八元到
15元不等。“很多小摊贩都直接
从一些冷库批发最便宜的羊
肉，这些羊肉大多是冻死、病
死、饿死等非正常死亡的羊，而

且肉质本身也不一定新鲜。”
根据经验，一斤羊肉可以

穿30大串、70小串。目前市面
上大串价格是 2元 /串，小串
0 . 8-1元/串。以小串为例，一
斤 8块钱的羊肉穿出7 0串肉
串，每串 1元钱，摊主每卖出
一斤羊肉，就可以收入7 0块
钱，除去 8块钱羊肉，加上木

炭、配料以及人工成本等，摊主
至少能纯赚50元。

而烧烤摊除了提供烤肉
串，还有烤蔬菜、鸡肉等食物，
这些食物的收入更高，再加上
酒水的收入等，一天算下来，一
个小型烧烤摊就纯收入五六百
元到上千元不等，一个月可净
赚两三万元。

一斤劣质肉

纯赚五十元

李先生告诉记者，顾客们
在露天烧烤摊上吃出的炭香味
烤肉、烟熏味烤肉或许压根儿
不是烤出来的。“现在烤肉的添
加剂很多，有专门为烤肉增加
口味的炭香味、烟熏味等各种
添加剂，这些添加剂只要几滴
就能腌制十几斤肉，而且吃后

‘唇齿留香’，让食客欲罢不能。

但是，这类添加剂大多都是工
业提炼，人吃多了肯定会出问
题。”

而也有不良商家用鸭肉、
鸡肉冒充羊肉。“做烧烤行业
的，都会使用羊尾油，羊尾油是
一种很好的调料，烧烤时抹上，
可以给肉串提味，但是一些不
良摊主却把羊尾油抹在假羊肉

上，以制造出羊肉的膻味，大部
分顾客根本吃不出来。”

李先生建议市民，在吃烧
烤时，首先要看羊肉串的纹理。
一般来说，禽类肉纹理相对较细
腻，而羊肉的纹理较粗。“一般有
肥膘的羊肉说明羊很健康，生长
得很肥壮，只有病羊和营养不良
的羊身上才没有肥膘。”

羊油添加剂

造出好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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