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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烧烤老大难，期盼能有新突破

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电话：96706 邮箱：qlwbjzx@163 .com QQ群：107866225

葛齐言九点

办法倒是不少
关键靠长期坚持

□张庆金

主管部门应加大执法力
度，重点对市民投诉较多的露
天烧烤大排档进行清理整治，
形成震慑。城管部门可以联合
环保部门，对烧烤店从业者进
行培训，持证上岗。同时定下行
业条例，选址一定要远离居民
稠密的地方。如果被居民投诉

了，就取消经营资格，并记入档
案，在其他地方也不能继续从
事烧烤行业。再就是卫生防疫
部门也多走进社区，给居民讲
讲烧烤的危害，提醒人们健康
饮食的重要性。

可以考虑把一些烧烤商户
集中到一块儿，远离居民，形成
一个烧烤商业区，那样最起码
不再扰民，卫生状况也会改善。
此外，主管部门能否给退路进
厅的烧烤业户在政策上有些优
惠，对严格按照规定执行的给
予奖励，反之加大处罚。

□张九龙

说起济南烧烤，真让人又
爱又恨。不光济南人爱吃，喝扎
啤撸串已成为外地游客来济的

“保留项目”，可烧烤对空气、市
容、道路交通的负面影响又是
老百姓怨声载道的。一边吃着
串一边抱怨，摊贩与执法人员
打“游击战”，这种场景持续了
三十来年，济南烧烤治理似乎
陷入了“死循环”。

烧烤到底能不能彻底根
除？说实话很难。有关部门可以

加派执法人员搞“车轮战”、“人
海战”，也可以出台最严苛的处
罚规定进行整治，甚至可以用
类似“禁摩令”的方式强制全城

“禁烤”，但是，投入巨大人力物
力财力“对付”烧烤的法子是不
可持续的，也是不符合市场经
济规律的。

以前的“运动式治理”不可
谓不多，当时的效果也不可谓
不好，但最终只是“一阵风”，究
其根源，并非职能部门不重视，
而是烧烤确实有市场需求，并
且烧烤已然成为城市文化的一

部分。这种文化不是白色的，不
是黑色的，而是黑白相间、有利
有弊的。因而就有这种怪象：真

“顺应民意”把随处可见的烧烤
摊取缔了，老百姓又不乐意，还
总惦记着四处找烤串的地方；
进室内吃，大伙儿又嫌不方便、
没气氛。

换个角度来想，烧烤未必
是洪水猛兽。在民间，济南烧
烤的知名度恐怕不亚于泉水，
其实文化挖掘一下，也能成为
产业，比如青岛、大连有啤酒
节，盱眙、合肥有龙虾节。堵

不如疏，济南不妨转变思路，
敢于擦亮烧烤这块“金字招
牌”，培植一批正规、特色、环
保、规模化的烧烤品牌，以兴
办国际烧烤节为载体，提升城
市知名度和美誉度，带动经济
社会发展。

当然，也不能因为沾了“文
化”俩字就对烧烤放任自流。市
面上的烧烤摊之所以能一哄而
上，主要因为行业的门槛太低。
成本低、赚钱快、利润高、人气
旺，烧烤摊想不多都难，一旦形
成了规模，就会呈现尾大不掉

之势。
烧烤涉及大气污染、城市

管理，更关乎食品安全，即使开
间普通饭店都得有个准入程序
和日常监管，对于烧烤怎么常
态化管理就如此“疲软”呢？当
前，职能部门应该完善烧烤从
业准入政策，全面按照餐饮业
行业标准规范烧烤摊，对于无
证经营、违章经营的坚决依法
取缔，真正用市场手段来调节
市场，倒逼“小散乱”的烧烤摊
退出，实现产业升级，促进烧烤
行业健康发展。

有人乐在其中，有人备受困扰，夏天还没到，济南的烧烤已经“遍地开花”了。堵也罢，疏也罢，治理烧烤这场“拉锯锯战”还在进行中。最
近齐鲁晚报连续关注省城烧烤，又掀起公众的热烈讨论，老问题能否有新突破，请您来谈谈。

设立违规红线
触及坚决取缔

□吕允山

支持烧烤摊存在的人说
了：谁不愿意进饭店吃大餐，吹
着空调不出汗？可是俺们平头
百姓哪来那么多钱？夏天睡不
着觉的、下了夜班的，找个路边
烧烤摊，几十串肉串、几杯扎
啤，舒爽痛快、经济实惠。

反对烧烤摊的人大都是深

受其扰的临街居民：你们倒是
痛快了，可想过我们的感受没
有？摊主眉开眼笑地数钱，食客
们吆五喝六地大快朵颐，你们
凉快俺关窗，你们消夏俺苦夏，
你们一夜人声鼎沸，吵得俺一
宿难以入睡，更不用说露天烧
烤对PM2 . 5的巨大贡献。

这禁又禁不绝，放又放不
得，想想确实让人纠结。其实
堵不如疏，禁不如管。这就需
要相关部门根据社区居民的
居住情况，本着便民不扰民
的基本原则选定烧烤摊点的

位置，挂牌经营，规范经营。
烧烤炉必须入厅，厅内必须
有油烟净化设备，不管你是
什么来头，这是一条红线，只
要触及坚决取缔。

希望相关部门立即行动
起来，坚决查处违规乱设烧
烤摊，杜绝既扰民又抗拒管
理的现象。

盛夏即将来临，烧烤摊已
经陆陆续续摆上了济南的街
头，待其形成燎原之势再着手
去管理，难度和阻力肯定又会
增加不少。

破题烧烤乱象，巧用市场“这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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