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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个临街门头房或空地，
支上一个灶台、两张桌子、几把
凳子，就是一个早餐点。上班上
学时顺道买份早餐，确实方便，
可明眼人都知道，这种早餐点
设施简陋、环境较差，存在安全
隐患，食品卫生质量更是难以
保障。很多时候，为了便利，市
民只能对此睁只眼闭只眼。

本质上讲，违建业主和流
动商贩是为一己之利，侵占公
共资源，不该因为提供了产品

和服务，就可以不受法律约束。
然而，当拆违拆临一把尺子量
到底，城市管理趋于规范化时，
身边一些小店、小摊消失，使得
有的居民觉得购买早点或夜宵
没有以前便利，也让一些草根
创业者失去了就业岗位和收入
来源，难免会陷入暂时的困扰。
应当说，这是任何一个城市在
转型阶段不可避免的阵痛，也
是创业者难得的机遇。

创城不是为了创城而创

城，拆违拆临也绝不仅仅是为
拆而拆、一拆了之，一切工作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老百姓有
获得感，把济南建设成一座有
温度的城市。

有洁净的水喝，有卫生的
饭吃，有安全的菜买，买东西、
看病不用走很远，小区里有绿
地和健身器材，救护车和消防
车能直接开到单元门口，临街
的居民不用担心油烟、噪音和
煤气罐安全……获得感和温

度绝非写在纸上、挂在嘴边，
而是应该有切身的体会。

如果说拆违拆临是大开
大合的写意画，那么今后的微
更新、微改造就是细腻生动的
工笔画。腾出来的空白和盲点
应健全基础配套、完善公共服
务、加强环境整治、挖掘文化
内涵，用小修小补提升社区整
洁度和群众的宜居感，让老旧
空间焕发新生机。这是民生所
需，也是改善人居环境、提高

群众获得感的重要举措。
济南提出要做好“改”

“变”“留”三篇文章，正体现出
了管理者的智慧和柔情。这就
要求政府部门坚持有所为有
所不为，在“扰民”和“便民”之
间画出一道清晰的红线。对严
重扰民并带来安全和卫生等
诸多问题的黑作坊，当管则
管、当罚则罚，而对便民商摊，
则应加强服务和引导，使其逐
步进入合法经营的轨道。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
细。”只要牢牢把握“服务型政
府”的定位，就会在管理中有
态度、有温度，城市就会变得
更温暖。

编者按：“我们创城一直强调为民靠民而不扰民，否则我们要这个形象干什么？”“我们最终是要给老百
姓有一种获得感，把济南建成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的这两句大实话，道
出了城市管理中的“面子与里子”“态度与温度”之辩证关系。如何要面子更注重里子，又如何端正态度更提
高温度？本报今日起推出系列报道“济南温度”，既派记者走基层，了解拆违拆临、禁露天烧烤、关闭扰民餐
饮、取缔马路市场和大集后市民的反应和建议，让管理者完善后续方案；也会走近管理层，了解如何进行补
漏布点、方便民生，消除误解，让百姓做到心中有底。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才会更温暖，才会更和谐。

马路市场
让人又爱又恨

在本月初闵子骞马路市场取消
之前，家住闵子骞路附近小区的市
民崔女士就对这个市场又爱又恨，
但周围小区住户们的生活都长期依
赖这样的市场来满足，取消的头一
个月，崔女士还是感觉到了不习惯。

“东西特别全，吃的用的都能在
这里买，这个月取消了，说实话一时
间还是不习惯。”崔女士说。

“取消之后确实干净了，环境好
多了。”崔女士对马路市场取消虽然
也有不舍，但环境的变化她已经看
在眼里。马路已经变回了马路，不再
有垃圾。“之前有马路市场就不会考
虑到其他的地方买菜。”崔女士说，
马路市场取消后不久，小区附近一
处商品房就开了一家超市，里面也
卖肉菜，生活所需基本都有。“但我
基本没有去里面买过菜，偶尔去二
环东路的银座超市买菜，邻居阿姨
还约我妈到七里堡菜市场买，坐几
站公交车能到。”崔女士说，目前买
肉菜和生活所需确实有不方便，但
也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市场调节
商家已嗅到商机

市民感受到的生活不便，正是
市场需求还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的地
方，不少菜市场的经营者已经嗅到
了市场的需求。今年不少小区周边，
新开了不少肉菜店、菜市场和水果
店。崔女士路过二环南路延长线时，
看到有一家便民菜市场在招商。

在历城区华龙路与华信路的交
叉口西北角，一栋2层楼的建筑正在
进行便民菜市场的招商。“菜市场招
商基本已经满了，总共1000平，60平
的一个水果店已经开张，一楼剩下
能容纳30多户卖菜，一节菜摊一米
多长，一个月租金200元，二楼我们
想配套一些百货。”28日，该市场的
招商方济南邦诺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赵中伟说，已经谈妥的人中，
一半都曾在马路市场上卖菜。

“也是在拆违拆临取消了一些
马路市场的契机下才能开起来，这
样才公平。”赵中伟说。

赵中伟说，公司还在全市寻找
适合开菜市场的地方进行投资。“投
资这样一个1000平左右的菜市场要

三五百万元，大约五六年回本。如果
济南长期能保持好的市场秩序，菜
市场就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政府督促
扶上马送一程

济南的拆违拆临并非一拆了
之，在需要大量的社区肉菜店、便利
店时，政府也在主动作为，进行市场
布局，尽快补齐盲点，尽可能减少给
市民生活带来的不便。

今年8月开始，天桥区正式启动
了社区生鲜便民店的申报工作。“其
实这项工作在拆违拆临之初就开始
酝酿了。”天桥区商务局商贸规划管
理科科长孔园园表示。据其介绍，天
桥区打算在全区新布局50家社区生
鲜便民店。被拆除菜市场和被取缔
的马路市场上的经营者，具有优先
申报的权利。

“目前我们已经开了25家，申报
数量也有50家了。”孔园园表示，每
一家每年能够获得1 . 5万元的补
贴，连续补贴两年。“我们这就是扶
上马，送一程。两年的补贴帮助这些
肉菜店成长起来，之后的发展经营，
就要交给市场了。”

市中区则将在布局的同时，推
动社区便利店的升级。这几天，市中
区商务局正在帮助倍全互联网+便
利店在舜玉路附近寻找一个新店
面。

据介绍，市中区在社区便利店
方面的布局主要通过倍全来实现。
而倍全作为一个互联网+便利店，
原本在生鲜方面并不是强项，但是
在拆违拆临和马路市场取缔之后，
面对生鲜方面的市场需求，倍全也
加大了这一方面的力度。

在拆除、取缔之后，怎么能合理
规划，也考验着政府的智慧。“城市
发展应该有合理的功能分割，每一
栋楼下都是卖菜的虽然方便，但这
是不合理的。”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
发展学院教授王忠武认为，市场固
然可以选择在哪里开店、布点，但是
在城市发展寸土寸金的情况下，市
场难免有失灵的时候。“这个时候就
需要政府出手通盘考虑，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济南大学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
张伟也认为，真正从长远上解决问
题，需要市场和政府密切配合，“完
善商业网点的规划，这点是政府首
先要做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和肉菜瓜果家家都离不开，一个城市的温度也体现在对这些市民
生活所需的充分满足上。有不少济南人习惯了在马路市场购买生活所需，但占用公共空
间的市场难以长久。济南拆违拆临和创建文明城市撤去了不少马路市场后，缺位如何弥
补？记者调查发现，市场在悄然补位，相关政府部门也在督促补位。

管管理理有有态态度度，，城城市市有有温温度度
□张九龙

马马路路市市场场没没了了
缺缺位位如如何何补补

本报记者 刘雅菲 王皇

取缔马路市场后，郎茂山农贸市场招商营业。 本报记者 张阿凤 摄

华龙路一家新开的蔬菜水果店，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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