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大集去留间（中）

商户、顾客、附近居民和管理者四方利益复杂交织

被被争争议议围围困困，，城城市市大大集集““难难行行””

本报见习记者 张阿凤

“这种日子，何时
才是个头？”

7月29日，凌晨三点，何卫
东又一次被突如其来的DJ舞
曲惊醒，刚满三个月的宝宝开
始大哭，妻子不得不从睡梦中
挣扎爬起，抱起宝宝轻哄。

“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
是个头？”站在位于洪家楼过街
楼小区的自家窗前，望着数十米
之外灯火通明的洪楼夜市，他的
质问愤怒中掺杂着疲惫。

大约一年半前，何卫东从
外地来济工作，在花园路定居。
买房前，他听说过周围有夜市，
但从没那么晚来过，他甚至还
同妻子说，有夜市更方便更热
闹。直到真正住进来，他才见识
到夜市的“热闹”。长达一公里
的道路上，密集排列着上千个
摊位，从晚上10点到凌晨4点，
可以营业一整夜。

为了吸引顾客，每隔不远，
就会有摊主自带喇叭。从5寸宽
的小圆筒低音炮，到半人高的
大功率音箱，无论体积大小，只
要往高了调，最高音都能达到震
天效果。“再热的天，也不敢开窗
睡，否则就别想睡了。”何卫东这
样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

尽管吵闹，夫妻俩还是忍
了下来，但最近孩子的出生加
剧了他的困扰。“孩子出生后，
我和老婆睡眠质量都变得很
差，正赶上夏天夜市最热闹的
时候，经常半夜有摊贩突然调
高音量，或换个劲爆的曲子，很
容易惊醒，宝宝醒的次数也更
多，感觉全家都要精神衰弱了。”

不只是噪音，深夜的道路拥
堵和凌晨的满地油污也让他窝
火。“你能想象吗？半夜十一点
半，花园路上都能堵得走不动，
比白天还要堵。偶尔有事儿回来
晚了，车就给你堵在家门口。”

这样的状况，不仅仅发生在
洪楼夜市。不远处北园大街与历
山路交会口的北园夜市，占道经
营也相当疯狂。数百个摊位和拥
挤的客流牢牢堵住北园大街北

侧辅道，骑电动车的路人想从此
穿过，要费上好大的劲儿。

因此，不少电动车主和过
路行人会选择走机动车道。“轿
车从背后呼啸超越的时候，全
身都起鸡皮疙瘩，但又实在不
想挤夜市穿过。”每天下班都要
骑车从此经过的王女士说。

“没有夜市，我明
天不知要去哪儿”

何卫东的这些困扰，山大
洪楼校区的大二女生许文佳并
不知晓。

她将自己对夜市的喜爱，
直率地展示在微博微信等社交
网络上。“最美莫过于洪楼夜市
的深夜烤串，和小伙伴一起出
来晃，心情好到飞起来……”朋
友圈状态下晒出的照片里，三
个年轻女孩围坐在路边小桌
前，一手举串一手比V字，笑得
开心灿烂。

许文佳说，喜欢夜市，是因
为有个地方能让自己和朋友在
学习之余，一起出来逛街散心。

“偶尔出来吃点小吃、买点东
西，花不了多少钱，却非常开
心。虽然这么说有点矫情，但如
果夜市没了，生活就好像缺失
了一部分。”

这种心情，偶尔会去逛逛
夜市的宋坤很是理解：“逛夜市
和大集，逛的是文化和情怀。我
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对热闹的
集市场景印象很深，现在当然
也会去超市商场自助选购，但
我更喜欢集市里讨价还价和聊
天中透着的人情味儿。”

希望保留城市集市的原因
可以有很多，有人像许文佳一
样，因为喜爱；有人像宋坤一样，
因为情怀。但也有很多人，像孙
潇和刘丹一样，是因为需要。

刘丹是洪楼夜市的一位美
甲摊主，老家菏泽。17岁出门打
工以来，她做过服装厂质检员，
做过淘宝客服，也做过商场导
购。两年前，她开始想自己做点
小生意，在朋友介绍下，她在一
家美甲店跟老板学了一个月的
美甲。

“从没想过开店，一年几万
甚至十几万元的房租根本拿不
起，从一开始我就打算在夜市
做。”尽管从此过起了黑白颠倒
的生活，但相对于以前的打工
生涯，刘丹说她很满意现在的
生活状态，赚的钱多了些，工作
时间也更自由，养活自己的同
时，还能给家里寄回更多的钱。

“没有夜市，就没有现在的我，
如果夜市没有了，我明天就不
知道要去哪儿了。”

和刘丹不同的是，孙潇说她
需要夜市，是作为一个消费者的
需要。中专毕业后，她来济南投
奔姐姐，现在一家24小时便利店
做店员。便利店的工资不算高，
她还在很有意识地存钱，在自身
的消费上非常节省，夜市几乎包
揽了她的一切需要。

“我喜欢济南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里既有能满足有钱人
消费的大商场，也有能容纳我
们这些低收入者的小夜市。即
使挣得不多，我也能在这里活
下去。”孙潇说。

城市大集文化与
情怀的另一面

同样的争议，在济南城郊
的各个大集和早市上演。

“平时开车3分钟就能走完
的一段路，一到大集，堵两个小
时也出不去。”王静说的是位于
幸福柳路南段和工业南路相接
处的大辛庄集，她住幸福柳小
区，大集所在的路段是小区到工
业南路唯一合适的路线。因为大
辛庄集的占道经营问题，王静已
经多次向有关部门投诉。

城南土屋路旁的东八里洼
大集也给附近小区的住户添了
不少麻烦。“早上开车上班最痛
苦，道路的宽度总共才能容纳
下并排的两辆车，一到开集，就

得提前走，不然600米的路有时
候得走上半个小时，只能不断摁
喇叭。碰到腿脚不灵便的老人，
你还不能摁急了，他们走得慢，
你只能干等着。”家住路旁玉函
东区的市民张先生说。

济南市区内规模最大的一
处早市——— 燕子山西路早市，
早年自发形成于燕子山西路主
路，后因交通、环卫压力，被迁
移至支路内燃机路上。闵子骞
路早市也曾因交通、卫生等原
因，面临被取缔的风险。

垃圾也是集市的“遗产”之
一。在位于南辛庄西路的济大
夜市西侧，一户又一户烧烤炒
菜摊连绵数百米，几乎每一家
摊位旁，都堆着成堆的垃圾。垃
圾堆以白色塑料袋、一次性筷
子为主，伴着竹扦、花生毛豆
皮、龙虾壳和污水等，覆盖了原
本干净的路面。

济大夜市东侧也是垃圾遍
地，塑料袋、饮料瓶随处可见。
收摊后的小吃车下留下满地的
火腿肠袋，水果摊下留下了满
地的废弃水果和水果袋，鞋摊
下也留下了鞋盒、废纸、塑料袋
等。

“餐厨垃圾都是直接扔地
上，保洁正常应该是凌晨4点多
上班，却经常因垃圾太多3点多
就上班，每天打扫完还得用水冲
一遍，不然地上全是油。”已在南
辛庄西路做了八九年环卫工的
张井伟说，济大夜市每晚产生的
垃圾，他用翻斗车能拉3车。

北园夜市和洪楼夜市也大
致如此。有网友发微博，拍下5
月29日晚上11点半北园大街银
座附近夜市散去后的垃圾遍
地，吐槽夜市卫生问题。洪楼夜
市清晨更是变身“垃圾场”，一
晚产生的垃圾能达3吨，10名保
洁员要清扫3个多小时。

都有难处，都是为
自己利益

当商户和消费者的需求
遇上周边居民的强烈抵制后，
所有人都将目光转向了城市
管理者。

目前，管理部门对大集、早
市、夜市上的摊贩定位为流动
摊贩，维持道路秩序和清理垃
圾是最主要任务，这也使得自
发市场的管理方主要是各个街
道办事处的城管科，或类似功

能的科室来负责。
在这场为自身利益而呼的

拉锯战中，商户、顾客、周边居
民、管理者都被深度卷入其中，
不同的利益诉求之间产生严重
冲突。这种冲突平时隐匿在看
似热闹的集市、堵车人的焦躁
等待和周边居民的一再隐忍
中，但一旦集市的去留问题真
正提上日程，平日里被掩盖的
矛盾就会集中爆发。

2012年4月，曾经在泉城火
爆一时的文东夜市被取缔时，
济南吧就曾有一场十分火爆的
讨论。各方观点轮番上台，各有
各理，激烈交锋。

有商户说：“真的那么碍事
吗？多少失业的、下岗的、残疾
人、吃不上饭的通过正规渠道
赚钱吃饭！难道这有错吗？”

有顾客说：“我喜欢逛夜
市，济南夜生活的一部分嘛，如
果没有了真是无处消遣了，非
得弄得济南冷冷清清的吗？”

有居民说：“周围居民有多
痛苦，其他人怎会知道？嘈杂声
让家里的学生无法静心学习，
占道逼得我们自行车和电动车
走快车道，上次妹妹差点被撞，
挣钱也要考虑下别人吧！”

也有自称“真城管”的一位
网友说：“夜市问题还是应该讨
论一个办法解决，占道经营肯
定不可以。我觉着可以开辟新
地集中经营，摊位归政府管，可
以免费，以防欺市霸市，但卫生
必须每个业户承担责任，如果
有违规现象取消经营资格。”

一位不愿具名的城管工作
人员也曾私下向记者抱怨：“我
们也不想管，但又不能不管。都
说摆摊不易，老百姓要吃饭，但
城管难道就不需要吃饭、不需
要养家糊口吗？这只是我们的
一份工作，不管的话，居民会不
断投诉我们不作为；管的话，
又要不停被骂，这些委屈我们
跟谁说？”

“其实都有难处，也都是为
了自己的利益。管理者利益是
改造提升，创造文明社会；摊主
利益是自我劳动，丰衣足食；
顾客利益是休闲娱乐，实惠淘
宝；居民利益是环境安静，道
路畅通。当这些利益都放在一
起了，就产生了冲突，没有谁
对谁错，是社会的不完善，希望
以后会不断改善。”一位网友总
结道。

以早市、夜市、

大集为主要形态的

城市集市，给市民

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成为城市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

与此同时，集市一

直深陷争议之中，

被噪音、占道、垃圾

等问题所困扰。热

闹红火的集市背

后，是商户、顾客、

附近居民、管理者

四方利益的激烈交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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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八里洼大集农村味十足，但也带来不少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开集时导致交通拥堵。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济南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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