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担忧 “丰产路小吃一条街”还能继续吗？

疑问 我们咋样才能“从黑变白”？

困惑 “边缘商户”何时不再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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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连续刊发了几位夜市服装和餐饮从业者的经历和创富故事，有不少读者也想参与到早夜市的创业中来。然而早夜市独有的存在
形式也带来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占道经营、卫生差、扰民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的全方位引导和社会各界的共
同支持与理解，给他们一个合法的场所，一份安定的职业。记者就此采访了几位从业者，他们的故事或许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些呼声或有
益的建议，希望政府给他们开辟更多管理规范的“创富舞台”。 晚报记者 程国平 徐刚领 实习生 薛意茹 徐琳媛 刘克源/文 晚报记者 张翼飞/图

12日晚 8时许，丰产路西段的“小吃一条
街”已经汇集了不少前来就餐的人们，各种叫
卖声、招呼客人的声音此起彼伏。对这里来
说，似乎是一天才刚开始。

2006年 5月，金水区政府宣布，在丰产路
西段正式启动名优小吃一条街建设工程，提供
了优厚的政策扶持，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投资开
店，经营各种特色小吃。希望通过半年的努
力，让这里成为汇集天下名吃的精品街。丰产
路西段名优小吃一条街工程东起文化路，西至
东三街，全长800米。

商户徐大姐说：“来这里开店的多是下岗
工人，拿出积蓄，想要靠自己的努力过上更好
的生活。”现在的丰产路名吃一条街已颇具规
模，在郑州市也有了一些名气，不少人慕名前
来，生意十分红火。徐大姐每月要向房东交纳

10000多元的房租，每年上缴2000多元的卫生
费。但是近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卫生费没
人收了。为了保持这条街的干净整洁，徐大姐
和附近几家商户商量决定将卫生费交给在这
里打扫卫生的工人，由他来负责这条街的卫生
工作。

徐大姐心里有隐隐的担忧，几个月前河南
农业大学的一纸通知使附近的商家陷入了进
退两难的境地。因为学校扩招，学校决定对临
街平房进行拆除，盖成学生宿舍。

徐大姐为了这个夜市摊投入了 16万多
元，其中多数是借的，开始的半年时间徐大姐
只赔不赚，但她相信干餐饮需要的是一个长期
积累的过程，今年开始她才慢慢赚了些钱将贷
款还上。徐大姐说，他们是在政府的号召下选
择到此开店的，她希望政府可以给他们保障。

在离经八路不远的一条小街上，有一二十
家小商户，主营烧烤、麻辣烫、关东煮、浆面条等
低价位的小吃。

这几天，来自南阳的烧烤摊主贾刚（化名）
正和一条街上的20多位摊主一样郁闷着：他们
的管理费缴到 9月份，但有关部门要求他们必
须马上撤离这条街。理由是占道经营，没有经
过规划，影响市容。

“让我们撤也行，得把管理费退给我们
吧。”贾刚说，他们在这条街上经营，每个月都
交有 500元管理费，但这些钱交给谁了？他们
不清楚。

贾刚们只知道有人定期来收钱，如果不交，
就会被强力清出这条街道。贾刚说：“500元对
我们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但不交就不能做生
意，损失更大。”

11日晚 10时许，来吃饭的客人依然很多，
但每个客人只能坐在小凳子上，将食物放在稍
高点的凳子上凑合着吃。“你们为什么不摆个小
桌子方便客人呢？”一位年轻女士端着一碗野菜
面条提出质疑，贾刚和他的同伴赶紧赔着笑脸
说，这条街道太窄，一摆桌子就会影响交通。

事实上，不能摆桌子是向他们收钱的人提
出来的，当然理由也是影响交通。

“我们多想在一个正规的夜市里安安稳稳
地做生意呀，每个月缴上三五百元的管理费也
愿意，可现在交过钱了，却享受不到任何服务，

连个桌子都不能摆，只不过掏钱买了个摆摊资
格。”回想起四五年的夜市经历，这位30多岁的
汉子摇了摇头。

“干夜市，确实赚的是辛苦钱，几乎没有一
天晚上睡觉超过 5个小时。”贾刚说，他每天晚
上 6点多出摊，生意好的时候他和老婆轮换着
烧烤，夜里 12点多回到家，一家人洗洗刷刷也
就到凌晨1点了。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他先去
纬三路进烧烤用的鸡心、鱼等，送回家后，再到
南郊去进豆腐，光进豆腐一个来回就是一个半
小时，而他的工具就是一辆旧电动自行车。

如此辛苦，贾刚两口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他算了一笔账：一个月租房 500元、摊位费 500
元，一家四口的生活费 900元，除去这些钱，一
个月满打满算能挣2000元。“和打工差不多，但
比打工自由。”贾刚对他现在的生活还比较满
意，唯一不安的是他一直是“黑户”。

贾刚笑着问：你说我们咋样才能从黑变
白？这些年来，贾刚在北环、西郊、经八路等地
的夜市都干过。“因为没有大资金，正规点的大
夜市进不去，只能在小规模的夜市干，到哪哪
撵，见了城管执法就头疼。”

贾刚现在最盼望的是，郑州多建些正规的
夜市，“收费不要太高，三五百元最合适，让我们
这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能安生做个生意。”贾刚
说：“政府不要总想着取缔我们，你瞧，这么多夜
市摊点都有市民来吃，这说明夜市有市场。”

在一些成规模的夜市边上，还有一些小商
户在偷偷摆摊，他们往往出摊晚，可能在有意
摆脱管理人员，他们沾了夜市的人气，却因为
没有占地盘而不用掏管理费，所以被称为“边
缘商户”。

11日晚 9时许，健康路夜市的人流已经渐
渐散去，而在任砦北街，一位 20来岁的小伙子
正忙着往地摊上摆放鞋子。旁边还有个小女
生正向顾客细说价格，看样子，这两位应该是
大学生摊主。

摆放鞋子的小刘大学刚毕业，白天有工
作，只是想挣些额外收入，便做了夜市摊主，如
今已有 3个月的练摊经历，而旁边的女生还没
有毕业，是他的合作伙伴。其实像小刘这样晚
上出来摆夜摊的大学生很多，而且很多都有自
己的生意经，“我的概念就是小投资，薄利多
销，走量，而且目标定位要准确，比如我的鞋子
针对的是年轻时尚人群，质量、牌子和款式一

定要有品位。”
小刘说：“最早是家人给的本钱，现在这

些本钱已经还给家里了，我自己挣的钱就可
以周转。”

大学生做生意不图挣大钱，只是给自己一
个锻炼的机会，“其实摆摊很锻炼人，最起码你
得练脸皮、嘴皮吧。”小刘说。

“任砦北街这里人流量大，生意还不错，不
过，有时候也被人驱赶，说占了他们的地盘。”
小刘说，事实上，拒绝他摆摊的人的身份他根
本不清楚，“我也不和他们吵，说几句好话就过
去了，实在不行，我就收摊走人。”

在郑州成规模的夜市周边，像小刘这
样的边缘小摊主为数不少，他们因不想交
夜市摊位费而躲在周边。其实他们也不想
这样打游击、藏猫猫。他们也希望能有一
个固定的地方，让他们也享受着夜市带来
的人气。

农业路的“黑老婆”夜市是郑州市规模和名
气都比较大的一个夜市。12日晚 9时许，这里
已座无虚席，气氛十分热闹。

因为“黑老婆”夜市周围并没有大片的居民
区，因此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这也是

“黑老婆”在选址时特别注意的问题。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店家称，他们每月要

向房东缴不菲的房租，但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待
遇。同时，由于开发商过多，造成这里的管理极其
混乱，他们希望可以有统一的规划及管理。

而在中原路与秦岭路交叉口的西南角，周
家村夜市开张已有几个月了，夜市外面虽然划
有停车位，但是很少有车辆按照车位停车的，大
多在马路上随意停放着。两个大门各有一个停
车保安，不过根本不去指挥车子如何停放。

据几名摊主介绍，夜市每天都会向他们收
费用，都是按 10%～15%提成，生意时好时坏。
不少摊贩表示，夜市里面太乱了，根本谈不上啥
管理，老板也不怎么来，管理人员收了钱就走，
别的也不怎么管。不过记者发现周家村的卫生
还是很干净的，只是有些吵闹。

开封农家院离周家村不远，相比周家村，农
家院的收费比较统一，一个月一收，而且根据摊
位的生意来定费用，像烤串和开封灌汤包一个
月在4000元左右，其他的也有五六百元的。

不少摊主分析，郑州市大大小小的夜市数
以百计，小商户更是没法统计，其中大部分是交
了费用的，然而这些费用去哪了，这些收钱的人
会否向政府相关部门交管理费，会不会正常交
税不得而知。

维持生计，这样的地摊在夜市周边经常可以见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