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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占道经营，市城管一大
队一中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占道
经营者很多时候都同执法队员

“捉迷藏”，部分店内经营户受利
益驱动，把商品摆到店外销售，执
法队员来了，他们就把商品搬回
店内，执法队员走了，他们又把商
品摆到外面；流动摊贩也很擅长
于和城管工作人员打游击，形成

“你来我走、你走我来”的局面。
“流动摆摊者很多都是无业

人员，迫于生计才摆摊养家。因
此在治理上，我们一方面要考虑
到市民的感受，一方面还要考虑
到门市商家的感受，另一方面还
要考虑摊贩的情况，要综合各方
情况管理。”该负责人说，一般情
况下，针对游动商贩，他们主要是
以劝导为主，若劝导无用，依据相
关规定暂扣物品。“不过现在很多
摊贩还是能够理解我们的工作，
但完全杜绝摊贩占道摆摊仍然是
个难题。”该工作人员称。

“要治理好摊贩占道经营，除
了要给流动摊贩们提供一个生存
空间，相关职能部门之间也应该
形成合力，齐抓齐管。同时，相关
部门也应加强对占道经营户法
制、道德宣传，让商家在诚实经营
的同时自觉遵守秩序，毕竟文明
城市需要大家共同创建。”达城一
社区工作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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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考虑市民的
感受，一方面要考虑门市商
家的感受，另一方面还要考
虑摊贩的实际情况，综合各
方情况管理，执法中确实存
在很大的难度。”说起占到经
营，城管执法人员直言无奈
多、执法难。

近年来，商贩占道经营现
象一直存在，对于很多市民来
说，它的存在令人又爱有恨。
一边是能让我们方便“买买
买”，另一边是人行道“缩水”、
环境脏乱差。5月23日，记者
深入达城的大街小巷，实地了
解乱象背后的各种因素。

水果摊、蔬菜摊、作料摊……通
往达城朝阳农贸市场的入口路段，一
条本该干净整洁的道路被各种流动
摊贩霸占，且一直延伸到里面的彭家
湾、檬子桠街。上午10点，记者看到，
这里的人行道俨然成了另一个“菜市
场”，原本不宽的道路被商贩占据，有
的摊位甚至占据了大半人行道，导致
市民通行困难。

往里走，各种小摊摆上了公路，
过往车辆不得不鸣笛小心通过，路面
上一些烂菜叶、塑料袋十分扎眼，环
境十分糟糕。除朝阳农贸市场外，记
者发现，通川桥附近农贸市场、达川
区三叉路口农贸市场等地也存在流
动商贩占道经营现象。

此外，在达城烟巷子、通川中路
等路段，流动小吃车占道经营现象严
重，几乎每50米左右都有一辆小吃
车，煎饼、煎鱿鱼等游摊让人行道“缩
水”。在人民公园外，尤其是周末或节
假日期间，数百米的道路被各种地摊
占领，最多的时候可达50家，主要卖
小吃和儿童玩具，每天下午4点过，商
贩就开始占位摆摊，十分杂乱，影响
车辆行人正常通行。

此外，达城来凤路、何家巷等地，
每到饭点，总能看到一些食店将桌椅
摆上人行道，地上餐纸乱扔、油污遍
地。部分主干道上还能见到一些门市
商家将宣传牌、宣传台摆上人行道，
十分“霸道”。

“这条路到处都是摆地摊的，好
多年了！”家住彭家湾的市民杨女士
告诉记者，朝阳农贸市场外这个马路
市场已经存在很多年了，摊位也越来
越密集。相比之下，流动摊贩卖的水
果、生活用品比较平价，购买时也方
便，因此不少人习惯到马路市场上买
东西。但每次她回家都得从狭小的
人行道上穿过，有时不小心单薄的衣

裙还被商贩的扁担勾破。“虽然流动
摊位方便了市民，但一些摊贩将垃圾
随意丢弃，实在影响周围环境，而且
噪音污染、交通拥堵问题也很让人困
扰。”杨女士说。

“这些商家将人行道当成了自家
门市，想怎么摆就怎么摆。”赵女士对
此深感烦恼，她调侃道：“每次经过烟
巷子，都在考验我车技。”

□本报记者 彭凡珊

记者走访
马路市场热热闹闹

然而，与朝阳农贸市场人行道摊
贩聚集的热闹场景相比，市场二楼的
农民自销区却冷冷清清，偌大的卖场
空无一人。“自销区没人卖，我们这边
的生意也不好做。”自销区旁的鲜肉
区，四五家销售鸡鸭的商贩正聚在一
起聊天。一商贩告诉记者，农民自销
区已经很久没有人气了，虽然市场不
收他们一分钱，但很多农民还是不愿
意进来卖，清冷的环境也直接影响到
他们的生意。“遇到上面来检查，菜农
就挑菜上来应付，检查一过，他们又
摆到路边卖了。”

既然为农民设立了销售区，也不
收取一分钱，为何他们不愿意进市场
呢？记者询问了几位菜农，他们均表

示，背着一百多斤的蔬菜爬二楼很不
方便，加上很多时候二楼的摊位被菜
贩占据，他们没有地方可以挤。

不愿进市场的原因是否正如菜农
们所说？记者又采访了朝阳农贸市场
管理方通川区工商局物管办工作人
员。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经常劝导市场
外的摊贩进入市场，但效果甚差。“很
多菜农希望自己的摊位能在市场最显
眼的位置，但对坐摊户来说又不太合
理；另外，菜农觉得进入市场不好卖，
不像摆在路边行人顺手就能买菜，很
方便。”该工作人员说，对于市场外的
占道摊贩，他们主要是劝说，但在劝说
中，不知情的市民不分青红皂白误会
他们，导致工作很难开展。

正规市场冷冷清清

原因探究
市民有需求
小贩有利润
执法有难度

市民声音
购物虽然方便，难忍周边脏乱

中午12点，何家巷人行道上，摆满了桌椅板凳。

朝阳农贸市场外，商家把水果
摊直接摆在人行道上。

人行道被“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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