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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深调查

本报泰安6月23日讯(记者
路伟) 近日，本报推出马路市场
调查系列稿件，数十位热心市民
拨打本报热线，支招马路市场管
理。市民建议，执法人员可以在
摊贩摆摊之前上班，发现一个劝
阻一个。

“泰城的马路市场真多，我
经常到外地出差，还没见过这么

严重的。”市民刘先生拨打本报
新闻热线说，他家住在唐訾路凤
凰小区，每天中午摊位都占据了
半条街。

市民贾先生说，泰安是一个
旅游城市，马路市场确实挺影响
旅游城市的形象。“相关部门领
导最好多上路转转，还得多建几
个菜市场，在城市里‘赶集’有点

不像样。”贾先生说。
“为什么有的地方没人敢

在路上摆摊，这说明这里比较
重要，管理得也严格。”市民黄
女士说，对泰城多个区域，执法
人员应该一视同仁，不能有的
地方管理得严，有的地方管理
得松。

家住蒿里山附近的程先生

说，因为摊贩堵路，每天早上上
班他都要早出门。“蒿里山早市
发展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从一开
始就没管好。”程先生建议，执法
人员每天早点上班，发现一个劝
走一个。

“执法人员每天按点上下
班，其实给摊贩们钻空子的机
会。很多商贩都掌握了执法人员

工作时间和习惯，只要在这个时
间收一下摊位就能轻松躲过他
们。”市民王先生说，执法人员不
能根据经验来工作，执法人员一
走，商贩们就一拥而上了。

王先生还说，周末有的道路
拥堵更加严重，建议执法人员周
末也不能松懈，要加大执法力
度。

出租车司机李洪涛：

店外经营全部取缔

新建市场别荒废

外地游客到了泰安以后，经
常和我们“的哥”说起马路市场，
说交通太乱影响城市形象，还真
让我这老泰安人不好意思。

要想治理好马路市场，我建
议，只要是店铺以外，不管是人
行道、非机动车道还是机动车
道，全部禁止摆摊。同时得多依
靠小区建设正规的农贸市场，建
好了以后也不能闲着，必须进市
场经营。

私家车主冉先生：

严格限定收摊时间

违规商贩现场处理

马路市场的主要危害，是
占据机动车道影响交通。但其
实马路市场在早晚上下班高峰
期提前收摊，对交通影响不大。
他建议马路市场应该也要设定
严格的收摊时间，早晨7点半之
前必须收摊，违规的商贩可现
场清理。

市民宪宣：

社区空地当市场

夜间还能临时停车

从对交通的影响来说，马路
市场是泰城道路道路拥堵的祸
因之一，占用非机动车道、行人
挤到马路上，增加了出行风险，
电动车停放路边买车，被刮倒后
直接砸到行人。

从卫生角度讲，马路市场会
产生很多垃圾，增加了环卫工人
的劳动强度。现在提倡“幸福泰
安·美在身边”，但是马路市场拉
低了泰城的档次。

从管理角度，应该都进店经
营，或者在社区周围比较空旷的
地方，不影响交通的前提下白天
可以当市场，夜间还可以临时停
放车辆。

交警二大队副大队长战科任：

职能部门加强规范

大型超市进社区

从交警执法角度讲，摊贩占
用非机动车道的车辆，我们会依
法处理。占用了行人的路权，必
须从严管理。而另一个方面，这
些摊贩都是社会底层的弱势群
体，靠摆摊维持生计，如果彻底
取消可能会激化矛盾。

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加强规
范，例如建设新的农贸市场，哪
怕收点费用，在绝大多数人接受
范围内，统一搬到市场内部经
营，不影响交通。社区、小区周边
多建设几家大型超市，菜很新鲜
又便宜，老百姓也就不会跑远路

去路边买了。

山东科技大学教师彭军：

多部门主动参与

促成联合执法

现在山科大西校前每天堵
得让人窝心，城管倒是天天来，
但整治得并不彻底，尤其上下班
时间，连车都进不了校门。

我认为整治马路市场不单
是城管的事情，工商部门、食药
部门、交警都该主动参与进来，
大家一起联合执法比较有效，
查查占道经营的小吃摊有没有
健康证等问题，交警查一下不
准私自在校门口前的南北路停
车，城管主要负责占道经营的
管理。

现在山科大东校前的占道经
营已经治理得很好，是通过联合
执法达到的，所以我认为马路市
场不是管不了，而是下多少力气。

海普凤凰城居民侯攀：

部门有序疏导

把摊位搬出马路

我的家在高新区，这两年高
新区发展快，不少人都在这里买
房居住。可是，但是有个问题一
直挺愁人，就是买菜不方便，要
想买点爱吃的菜得跑到1公里以
外的农村大集上买。

我觉得城区内马路市场泛
滥，农民朋友们扎堆摆摊，既阻
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又形成恶
性竞争，而且也不是所有商贩都
在赚钱。

我建议相关部门有序引导，
合理分流，制定出摊位示意图，
利用现有闲置地块，把摊位搬出

马路，搬进社区。

环卫工张成烈：

摊位靠路边摆

多留点行车道

马路市场上摆摊的商贩大
多随手把垃圾丢在路面上，在过
往车辆碾轧下，菜叶、烂水果等
被压到路面，清扫难度很大。如
果城市执法部门把摊子规范管
理一下，摊位让出路中央道路，
只摆在道路两边非机动车到和
人行道交界处，马路市场对卫生
造成的影响也会降低很多。

希望商贩们自己处理垃圾，
在摆摊时注意不乱丢弃。收摊
时，顺路把垃圾丢进路边的垃圾
桶里，做到人走垃圾净，也就不
会给环境卫生带来现在如此严

重的影响。最重要的，还是主管
部门解决摆摊的空间，让摊贩有
地方可去。“咱也不知道到底哪
个部门负责管理，该怎么管，只
知道肯定得有负责的部门，就应
该好好管理。”张成烈朴实地说。

市环卫处工作人员：

健全管理制度

马路摆摊应禁止

规范马路市场是治标，建立
健全马路市场管理制度，将摊贩
从马路上搬入农贸市场，才是治
本。各职能部门都应做好自己该
做的职责。马路不应也不适合成
为摆摊市场所在地，摊位入农贸
市场才是正确的做法。

相关执法部门，就应当处理
好职责以内的问题。之前，城市管
理执法部门也曾不断有过治理，
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反复发作的
问题依旧得不到解决。找到一条
彻底解决的办法，是当务之急。

汇元出租车公司经理王昕：

降低市场收费

让商贩愿意进

治理马路市场也要考虑到摆
摊商贩的需求，政府应当承担起
更多的责任，多投资建设正规市
场，并降低正规市场对商贩收取
的管理费，让商贩能够承担得起
进正规市场的费用，让商贩“心甘
情愿”的到正规市场中卖菜。

市民李广永：

治理不能“一阵风”

好办法必须坚持

去年下半年，城管部门曾对
泰山大街马路市场做过整顿和
清理，效果非常明显。当时，城管
执法人员把在非机动车道上摆
摊的小摊贩，集中清理到人行道
上。非机动车道变通畅后，2个月
内基本没遇到堵车。

城管部门就应该继续坚持
这样做下去，不该过分强调治理
难度大等客观原因。如果把摊位
迁到人行道有其他难度和问题，
也可以进一步解决。

市民赵先生：

商贩持证上岗

部门认真执法

治理马路市场不能不当回
事，感觉现在没有相关规定来制
约这些商贩，另外，这些商贩也
没意识到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样
的危害。政府应该建立长效管理
机制，让商贩们持证上岗，同时
树立商贩们的主人公意识，提高
他们的素质，让他们知道自己对
这个城市的名声建设有多重要。

另外一方面，城市管理执法
人员应该认真执法，不要出现

“慵懒散”。

文化路一店主：

杜绝占道摆摊

从“第一个”开始

马路市场，开始明知是一
块城市的癣，为什么放任马路
市场成为顽疾。商贩都有个从
众心理，有一个在这里摆摊的，
很快就能形成马路市场，所以
治理马路市场，要从根本上坚
决拒绝。

另外，就拿文化路的马路市
场来说，顺着科山路走，不到10

分钟就能到迎胜市场，为什么还
要存在马路市场呢？附近有市场
的，要坚决整合，附近没有市场
的，要建设市场，当然，市场的摊
位费更要便宜，对马路市场加大
罚款力度。

市民王先生：

扩大就业途径

帮助弱势群体

不少地方在治理“马路市
场”时，只是一味地只堵不疏，流
动摊贩与管理人员打起了游击，
一些被取缔的“马路市场”很快
便死灰复燃。

因此，要切实解决“马路市
场”这个顽疾，相关部门要重视
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做好弱
势群体的疏导工作。多为进城
谋生农民以及下岗职工提供就
业信息，多为他们提供免费的
职业培训服务。同时要出台一
定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安置
下岗职工和进城农民。只有从
源头根治，才能彻底解决马路
市场的问题。

数十位市民致电本报出“高招”———

早早点点上上街街执执法法 管管住住““第第一一个个””摊摊贩贩

社会各界人士献策马路市场管理

定定好好目目标标严严管管 治治理理不不能能一一阵阵风风

马路市场咋管

请您支招

不管您是下班路上在路
边捎菜回家的家庭主妇，还
是曾被马路市场堵在路上动
弹不得的私家车主，或者正好
您就是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
只要您对马路市场有看法，可
拨打热线电话(0538-6982110)

或联系本报腾讯微博（齐鲁晚
报-今日泰山）、微信账号（齐
鲁晚报今日泰山）说出心里
话。

如何整治马路市场是摆
在大家面前共同的问题,也请
您帮忙出出主意吧！

·大家说管理

本报记者 王世腾 白雪 赵兴超 路伟 王伟强 曹剑 侯峰 胡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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