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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城 / 调查

淇河晨报

陈副队长说，“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堵和疏相结

合，对于占道经营影响交通的菜农，一定要加强管

理；临时小摊点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了方便，只要市

民不反对，我们也不会横加干涉。 ”

淇滨菜市场管理处负责人告诉记者，“最好的

办法就是给临时摊点划出经营范围，加强管理。 ”

黄老先生认为，临时摊点需要城管、工商、物

价、食药监和和街道办事处、社区等共同配合。 为

了保证临时摊位安全，方便市民，还应该设立投诉

电话、公平秤等。

核心

提示

蔬菜新鲜又便宜 影响市容又占道

让人又爱又嫌的蔬菜摊点

□

晨报记者 李鹏 见习记者 李旭阳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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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跑，查，躲。 长期以来，城管与马路临时摊贩不断上演着“猫抓老鼠游戏”。 一边是城市形象，一边是周边

村民和无地市民的生计问题，如何寻找其中的平衡点，是一个难题。 我市实际情况如何，城管执法部门如何落实

管理、市民有何意见……记者调查了多个早市摊点和部分菜市场。

【调查】这里的蔬菜便宜又新鲜

10 月 21 日早上 6 时 53 分， 在福田三区

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卖菜的小贩正在摆摊，不

大一会儿，就有市民过来问价。 记者沿着福田

三区规划的摊点走了一圈，询问后得知，茄子

的价格是每公斤 3.2 元、 土豆每公斤 4.4 元、

西红柿每公斤 3.6 元。 据了解，菜市场的要贵

一些，分别为每公斤 4.2、5.4 元、5.0 元。

与菜市场相比， 临时摊点的蔬菜更新鲜

一些，但是种类相对要少些。 在福田三区的一

处临时摊点， 摩托三轮上摆放着新鲜的西红

柿、白萝卜、豆角、西葫芦、黄瓜等十数个品

种，马老板说这些菜都是自家地里种的，价格

一般比市场里面便宜一两毛钱，“都是每天早

上现摘的，新鲜着呢。 ”

“本地大葱，6 毛了。 ”来自钜桥的菜农老

张吆喝着，不到上午 8 点，一车大葱已卖出了

一多半。 据记者了解，老张他们往往是清晨 5

点多就开着货车来到早市，中午 12 点收摊。

【现状】

临时蔬菜摊位不够用

一眼望去， 福田三区临时摊

点摆了足有 2 里长， 可仍旧有不

少菜农赶来， 不少摊点已经超出

了城管部门划的摊位线。 记者在

采访中发现， 很多摊主都希望有

一个固定的摊位经营。 菜农牛大

婶说：“划给我们摆摊的地方太少

了， 根本不够用， 只好摆在线外

了。 ”另一位菜农也说，“规划范围

少，摊位不够用。 ”

我市究竟划了多少早市临时

摊位？ 淇滨区城市综合监察队的

陈副队长告诉记者， 早市临时摊

位多是在居民聚集区自发形成

的， 他们重新规划了一下，“目前

在新区设早市临时摊位有 3 个地

方，分别是福田三区附近、福源小

区南门附近和九江路与黄山路交

叉口附近。 新区住户增长过快，一

些配套设施如菜市场还满足不了

市民需求， 这些临时摊点可以缓

解部分压力。 但照现在来看，这些

临时摊点还远远不够，按照规划，

福田三区附近仅仅设了 100 个摊

位， 但实际上我们划了 200 个位

置， 可还是有不少菜农在规划线

外摆摊。 ”

【问题】临时蔬菜摊点影响市容

临时摊点带给居民方便的同时， 也存在着不

少问题：

影响市容市貌。福田三区的牛女士说，自从临

时摊点火起来以后， 小区门口随处可见丢弃的烂

菜叶、塑料袋等，卫生状况很糟糕。

造成交通堵塞。陈副队长说，由于临时摊点不

够用，不少菜贩占道经营，使交通和停车难问题雪

上加霜，居民意见很大。

有的临时摊点经营假冒伪劣产品。 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老先生说，这些临时摊点都是无证、无

照人员经营，假冒伪劣、缺斤短两现象严重，特别

是出售的肉类食品，没有任何卫生质量保障，安全

隐患较大。

【声音】让人又爱又嫌

“临时摊点不能一棍子打死。 ”市民刘女士说，

“我挺爱买临时摊点上的东西， 一是图个方便，二

是价格也便宜，菜也新鲜。 ”

菜农刘海生说：“只要有摊位， 哪怕交一些管

理费、清洁费，我们也愿意。 ”不少菜农表示，需要

更多的临时摊位。

陈副队长说， 不少市民看到他们占道经营堵

塞道路，影响交通，心生抱怨，但是如果城管执法

人员真取缔了临时摊点，市民又埋怨买菜不方便。

福田三区的黄老先生对记者说：“临时摊点可

能现在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可是如果取缔这

些摊位，菜农就没了收入，让他们怎么办呢？ ”

【建议】堵疏结合，加强管理

一位摊主在福田三区的临时摊点整理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