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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关注

媒体跟踪曝光占道经营
聊城疏堵结合治理市容“顽疾”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周婧婧

C03

现状

多个路段交通受阻

摊贩

打“游击”出于无奈

在很多城市，占道经营现象一直是难以
治愈的“顽症”。8月4日，为有效整治聊城市区
内的占道经营，在全运会前打好市容攻坚战，
4日下午，聊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邀请多家媒
体跟踪执法，对市内多个占道经营路段曝光。

在柳园南路记者看到，
摊贩们有的推着电动三轮
车，有的开着农用卡车，有
的则驾着特制的“餐车”。记
者下车拍照时，大多数商贩
匆匆收拾起货物准备离开。

“帮我把地上那捆菜扔
上来！”一个卖蔬菜的女摊
贩急急忙忙地收拾起货物准
备离开现场时，却发现还有
一捆蔬菜落在马路上，于是
赶紧招呼路人帮忙扔上三轮
车。而旁边的两个卖水果的
女摊贩则一边收拾货物，一
边商量着“换个地方卖”。同
行的执法局工作人员介绍，
这些流动摊点平时和他们这
样“打游击”，就算被批评

教育了，下次依然会来。
执法方有执法的难处，

摊贩也有自己的无奈。采访
中，不少商贩表示，要不是
为了生活，也不会这么辛苦
地每天“打游击”做生意。
“刚刚下岗在家，还有两个
上学的孩子，全家现在就指
着这个营生呢。”新纺街
上，一个推着板车卖水果的
商贩说。“3块钱一份，保
证量多！”在卫育路边推着
餐车做餐饮生意的李女士一
边擦汗，一边做生意。她告
诉记者，自己来自外地，其
他的活不好找，想开餐馆又
缺少本钱，只好做“流动餐
车”的生意。

近日气温稍降，马路边
占道经营的摊位逐渐增多。
在记者跟随聊城市城市管理
执法局走访的利民东路、东
昌路等路段，几乎都发现有
占道经营的现象。

在聊城市利民东路上，
几乎每隔 6、 7米，就有一
个货摊。有的在卖烧饼、铁
板豆腐、凉皮、莲蓬等小
吃，有的在卖工艺葫芦、儿
童玩具、仿制项链等物品，
还有商家为了吸引顾客，将
店铺里的衣服、鞋帽等搬到
马路边经营。作为聊城市主
干道的东昌路也未能幸免，

一些摊贩在市医院前的人行
道上卖玩具、水果等，也有
部分商铺把货物摆在店外经
营。

一些小区附近的胡同成
了“自由市场”。健康路的
胡同大概有2 . 5米宽，但如
今骑着自行车都很难通过。
卖凉面、冰棍、麻辣烫、水
果的小摊位一个挨一个，使
一对原本并排行走的情侣只
能一前一后走，一位骑着自
行车的老者不得不下车推着
走。由于食品摊位过多，健
康路上丢满了一次性饭盒、
筷子、果皮等垃圾。

谷庄小区专为摊贩们
设置的一个集中经营场所内
格外冷清，只有三四个水果
摊，而小区路口却挤满了流
动摊点。

部门

“疏堵结合”

设立便民摊点

为了能够美化城市环
境，迎接全运会的到来，聊
城市执法局自8月1日起展开
了对城区市容环境进行综合
整治的活动，整治占道经营
是其中的重点工作。

“占道经营不仅影响了
市容，还对市民的交通出行
带来了很大不便，存在一定
的安全隐患，应该得到有效
整治。”聊城市执法局宣传
科科长刘广阔表示。他还介
绍，本次占道经营整治活动
重点针对利民西路多乐多超
市西侧、金鼎商厦西侧向
北、育新街、新纺街、光明
路两侧及十一运会聊城赛区
比赛场馆周边、聊大西门附
近的流动摊点、食品摊点。
在整治活动中，执法人员将
严格按照《国家卫生城市标
准》，针对存在的问题，加
强巡查，加大执法力度，对
城区市容环境卫生进行全面
整治。“为了提高力度，执
法局在整治活动中更加突出
重点，对重点路段、部位，
安排专人严防死守，实行错
时制，不留管理空当。”

刘广阔介绍说，“疏堵
结合”是本次整治活动的一
大特点。“不少流动摊贩是
下岗职工，生活较为困难。
所以光是严查不仅效果不明
显，还容易激化矛盾。所以
我们在执法的过程中，尽量
多采取批评教育的形式。特
别强调的是，执法局特地划
定了一些开放区域，在这些
地方设定一些便民摊点，如
育新街、贸易学校附近。这
样既有利于集中管理，又能
够方便市民，缓解矛盾。”

据了解，在聊城市不少
路段占道经营的情况已经得
到了明显改善。截至目前，
聊城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共清
理流动摊点、店外经营、占
道经营等500余处，查处露天
烧烤、餐饮150余处，规范洗
车点90余处，乱贴、乱画、
乱挂380处，查处灯箱、规范
广告牌匾70余处。

▲利民西路上商家为了
吸引顾客，将店铺里的衣服、
鞋帽等搬到马路边经营。

市民

虽然抱怨，生活却离不开

对于这些占道经营的摊
贩，聊城市民的态度颇为复
杂，一方面觉得马路边的摊
位有碍出行和交通，另一方
面却仍然会从这些摊位上买
东西。

市民李女士每天都要骑
电动车到铁塔商场上班，她
对利民路上密集的摊贩颇为
反感。“本来宽敞的马路，
被这些摊位挤得窄了好多，
特别是每天上下班高峰的时
候，很容易碰着人。”尽管
这些摊位带来了交通不便，
但李女士说，自己还是会从
那里买东西。“别的不说，
每天的早饭我都是在上班路
上 的 烧 饼 摊 、 油 条 摊 上
买。”

“巷子里小摊特别多，
小区里面的三四百辆车每天
出入非常不方便！”居住在
谷庄小区的隋先生对小区路
口的流动摊点很有怨言。他
介绍，因为周边建筑规划改
造，原先可以出入小区的4
条路只剩这个自然巷能通
行，可是很多的流动摊点却
偏偏都挤过来，给小区居民
出行带来了很大不便。“这
些小摊每天早上 7 点到 8
点，中午11点到1点，晚上
5 点到 8 点最集中。”然
而，在反映流动摊点带来不
便的同时，隋先生也表示，
自己常从这些摊位买一些吃
的 ， 因 为 “ 离 家 近 ， 方
便”。

距离胡同不到100米的
地方，是谷庄小区专为这些
摊贩们设置的一个集中经营
场所，这里却格外冷清，只
有三四个水果摊。“巷子是
上下班的必经之地，每天出
入的人多，生意好做。”一
个在胡同里卖餐饮的老板
说。

振兴路农贸市场门前，
设摊的商贩非常多，有卖水
果的，有卖蔬菜的，也有卖
一些小玩具的。被问及为什
么不进入农贸市场内经营，
一位女摊贩表示，农贸市场
内摊位都满了，自己进不
去。而另一个水果摊老板则
坦言，自己不愿意交农贸市
场摊位的租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