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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今日青岛 调查

青
岛
整
治
马
路
市
场
之

现
状

10月20日，
青岛市北区对
辖区 4 1处马路
市场进行整治，
取缔 14处，保留
27处，在全省率
先尝试将马路
市场合法化。1 1
月 9日，四方区
对辖区 1 0处早
夜市重新洗牌。

然而时隔
近两个月，记者
调查发现，依法
取缔的马路市
场多数死灰复
燃，而部分“转
正”的马路市场
规范工作陷于
停顿。

“见了城管
我就跑”——— 这
是小商贩的生
存哲学。不管城
管如何整治，这
一 套“ 猫 和 老
鼠”式的生存哲
学依然管用。

“游击战”
仍在继续，城管

“新思维”又在
哪呢？

“转正”的事又黄了！
本报记者 张潇元 张榕博

市北四方马路市场：

10月20日，市北区政府向社
会宣布，市北区将在年底前对辖
区41处占路市场进行彻底整治。
其中取缔14处临街市场，规范27
处。市北区为每一条马路市场都
划分了摊位数量，明确规定早
市、夜市的摆摊时间。市民想进
入民生市场、临商市场经营，须
向辖区街道办事处申请，在取得
摊位证后，按规定区域、规定时
间、规定品种进行经营。

随后，四方区也开始了清理
辖区10个马路市场的行动。11月
5日，四方区率先从水清沟夜市
“开刀”，制订了一个为期一个月
的整治、整改辖区内民生市场的

管理办法。其中，保留人民一路
夜市、商丘路夜市、吉安路早市，
适度扩大人民一路夜市规模，合
并周边夜市；对鞍山一路夜市、
海泊河早市压缩规模，重新选址
安置或向周边农贸市场分流；暂
时保留宣化路早市，加强管理；
取缔位于主干道两侧的兴隆路
夜市、人民路夜市、重庆南路-南
京路夜市、四流南路夜市，对原
经营商贩进行分流或由主办单
位另寻空置场地安置，对经营了
5年的水清沟夜市开始实施搬
迁。

市北区相关负责人称，马
路市场的形成，在方便市民、

增加经济效益等方面都作出不
小贡献，也有不少市民，不爱
大商场，专挑马路市场逛。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马路市
场是有存在的必要的。”该名
负责人说，但也正是因为需求
量大，加之不少商贩看中了摆
摊赚钱的商机，大量摊贩集中
到市北区、四方区这两个人口
较为密集的区，道路越来越拥
挤，扰民情况也日益严重起
来。政府要做的，是在保障市
民需求的同时，取缔部分占
路、扰民、影响市容的马路市
场，而保留下来的市场要进行
全面整顿和规范。

市北区四方区高调“收编”
水清沟夜市率先“被开刀”

两个月时间过去了，近
日，记者走访了数日前市北和
四方区纳入取缔和整治计划的
马路市场后，发现市北区将近
一半的马路市场没有任何改
变，而四方区除了个别市场
外，两个月前要大规模整治的
马路市场依然如旧。

在市北区辽宁路上，记者
看到，早应被取缔的夜市依然
如旧，摊贩们顶着寒风，在路
边卖着各种物件。“城管来了
我就拿着东西跑，没啥大不了
的。”在辽宁路上摆摊的小吴
告诉记者，与其把进来的货都
砸在手里，不如现在这样，和
城管打“游击战”。

记者随后走访了市北区汤
山路、辽北路、乐陵路等14处
早该被依法取缔的马路市场，
惊讶地发现，除了乐陵路早市
因道路施工迁往他处外，其余
13处市场的摊贩们依然我行我
素，虽然城管现在查处的力度

比以往大了些许，可大多商贩
表示，只要多加警惕，照样能
摆摊，生意自然也能照样做。

而其余27处该被规范的马
路市场情况也没有好多少。20
日，记者再次来到繁华的台东
夜市，在人和路，延安二路等
几条道路上，下午3点，就有大
批夜市商贩等在马路上准备抢
个好位置。更有甚者，等巡视
的城管人员离开后，就冲到路
边卖货。

大多商贩表示，自己根本
没有接到去相关部门办证的通
知，因为担心摊位被占，他们
依然要每天提前到马路上“挨
冻”。据了解，这27个马路市
场中，规范了3682户马路经营
者，可目前只有1000多户拿到
了经营许可证。时隔两个月
后，当初对马路市场“转正”
工作较有信心的市北区城管监
察科刘守杰科长，如今对此却
不愿多谈。

从数据上看，市北区规
范计划并不算非常成功，而
四 方 区 整 治 情 况 也 不 容 乐
观。记者连日走访了四方区
鞍 山 一 路 夜 市 、 海 泊 河 早
市、人民一路夜市后，发现
这几处市场依然是一派热闹
景象，没有取消任何一个摊
位，摊主们更是不知道，自己
所在的市场有要被整治的情
况。在人民一路夜市摆摊的方
女士告诉记者，之前看报纸上
说这个夜市要整治规范，周围
的夜市还要合并，可事实上，
这里根本没有变化。“这种只
打雷不下雨的做法，之前我们
就见识过了，现在也见怪不怪
了。”方女士说。

四方区服务业局局长王刚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
已经取缔的水清沟早市，辖区
1 0处市场的规范方案已经制
定，但目前规范实施尚无结
果。

市北半数马路市场活得旺
四方“只闻雷声不见雨点”

两个月后

两个月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乐陵
路、辽阳西路等多个该被取缔
的马路市场又已出现了死灰复
燃的情况，14处依法取缔的马
路市场13处出现了回潮。

据了解，马路市场的商贩
与城管部门间的“游击战”已存
在多年，几辆卖菜的小推车或
小货车停下就形成市场，小贩
总是看到城管就跑。其中，位于
四方区和市北区交接的辽北市
场上的商贩甚至出现“有市北
城管执法就跑到四方，有四方
城管执法就跑回市北”的情况。
近年来，马路市场还出现了私
家车主练摊的“新业态”，这些
把摊位摆在车里的商贩机动性
很高，执法部门刚一出现，他们
就发动汽车，呼啸而过。
“27处就地规范的马路市

场中有一半没完成规范，一部
分是一点没动，还有一部分还
在规范中。”采访中，市北城管
监察科的工作人员表示，由于
市场建设条件不成熟、修路以
及马路市场所在街道与市场原
主管方和当地环卫部门没有达
成一致等原因，定点规范的27
处马路市场多数尚未挂牌正式
经营，规范行动并非一帆风顺。

其中，原来摊位在300处
以上的浮山后埠西市场、吉林
之路市场、台东民生夜市三处
大型马路市场均未进行规范。
负责台东商圈的台东街道办
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历史遗留
问题以及夜市内部情况复杂，
具体的实施办法，还在协商
中。台东夜市的情况并非个别
现象。在此次需要规范的最大
的马路市场浮山后埠西市场，
市北执法部门告诉记者，要规
范这个市场，没什么可能性，
只等着埠西村这块地出让以
后，这个马路市场自动消失。
而在伊春路、台东八路、同乐
路等已经获得规范的“民生市
场”或“临商市场”上，经营商
贩却很少在这些已经划定摊
位的区域摆摊。

商贩与城管

“游击战”

仍在继续

24日，人和路这处早该被取缔的马路市场依然人头攒动。 记者 杨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