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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边商贩们没生意时还可悠闲地读报街边商贩们没生意时还可悠闲地读报

许昌开禁马路摊点实探
核心提示

10 月 19 日起，河南许
昌市选择 23 条街道向摊贩
开放，让摊贩在这些指定街
道摆摊设点，工商、城管等多
部门不仅不收取一分钱费
用，还为摊贩提供服务。消
息一出，就引发了公众的广
泛关注。许昌城管新政出台
的背景是什么？23条街道向

摊贩开放，会不
会引发新的拥
堵？是作秀，还
是为化解城管
与摊贩的长期
矛盾？10 月 22
日，记者赶赴许
昌市进行了实
地探访。

10 月 22 日早上不到 7 点钟，一辆辆
人力三轮或电动三轮车，就载着各种蔬
菜和水果等农贸产品到许昌市文化路

“赶集”。
说是“集”，其实就是文化路两边黄

线以内的两片长条形区域。在这里，摊
贩们没有固定位置，谁来得早，谁就可以
抢占好位置。

“就这都可好了，人得知足啊。”一名
刘姓摊贩说，要是以前，谁敢在这路边摆
啊，被城管逮住了，先罚 50元钱再说。“卖
一天的菜，还挣不了 50 元钱。所以见城
管来了就跑，有人说是打游击，那是没办
法的事”。

变化是从 10月 19日开始的。经过许
昌市政府领导批准后，许昌市创建办作出
决定，从 19日起，许昌市区内 23条背街小
巷，允许摊贩在马路牙子上边的黄线内侧
摆摊卖东西。

一辆电动三轮车装着炒熟的带壳花
生，车边站着女摊贩赵萍。她说，她和丈
夫以前都是许昌县木材公司的人，10 年
前下岗了。家里有一个正上高中的女
儿，每到开学前后，都是她一家人最发愁
的日子。

“以前替人打个短工挣点钱，从去
年开始，打工活儿不好找了，可一家人
得挣钱吃饭呀。”赵萍说，一个月前，她
凑钱买了一辆小型电动三轮车，走街
过巷卖花生。“经常被城管撵，被撵着
跑的感觉可丢人了，感觉比小偷还丢
人。”她说，每次骑三轮从家中出来，或
者晚上从外面回家，都要前瞅后瞧，像
做贼似的。

问及生意好坏，女摊贩赵萍快人快
语：生意不咋好，这等于是刚开的市场，
好多人不知道，卖不动。“政府给俺提供
了方便，俺也得按规矩摆摊。”

与全国不少城市一样，占道经营问题是许
昌市治不好的顽疾，针对这一难题，许昌市城管
部门和城市创建部门有了给流动商贩在市区街
道划出合法市场的打算。10月7日，两部门的书
面请示得到了主管副市长张宗保的批复。

在许昌市创建办打给市政府的书面请示
中，这些“占道”商贩被称为“街道农副产品
便民零售点”。总共有 23 条街道，全天候向
摊贩开放。其中，街道较宽的亚园食街、望田
路和文化路，由市城管局负责管理，其他的
20 条街道，则分别由魏都区和许昌县的辖区
办事处负责管理。

“我们这么做也是没办法了，这是被逼出
来的措施。”许昌市城管局办公室李原说，23
条允许摆摊的街道，最长的是万丰路，长约
1500 米，能容纳摊位 200 个，最短的道路长度
30 米，有两条，一是仁厚街，一是兴华路万里
集团公司北墙外，只能容纳 10至 15个摊位。

在文化路的综合摊群边，站着几个身着制
服的城管执法人员，他们是许昌市城管监察支
队第四大队队员。在那里，他们不停地巡逻值
守。见到有些摊贩的三轮车越出黄线许多，两
名队员上前，一边帮着把三轮车往黄线里面推，

一边把摆在黄线外面的一堆南瓜往里面挪。
大队长田建军说，文化路不长，可周边有5

个学校，还是城中村的居民聚集区，以前，这里
天天堵得不可开交。文化路周边两公里内一直
没有大型农贸市场，沿街的店铺把物品直接摆
放到道牙上；而马路上卖菜的摊贩则和城管人
员玩起了“藏猫猫”，城管对摊贩执法时，有些摊
贩推车就跑，跑不及的就和城管人员推搡。

四大队教导员孟振安对媒体坦承，文化路
让几十号城管队员吃尽了苦头，“掀摊、殴斗的
事情都发生过。现在，文化路对商贩开放，秩序
反而比以前好了，路也不堵了。”

“很多人认为城管和小贩是天生的冤家，我
们不这样认为，只要处理得当，城管和商贩就能
够和谐共处。”在许昌市城管局办公室，一名工作
人员谈了自己对城管和摊贩关系的看法。

许昌城管监察支队副支队铁晓梅说，23条
马路市场需要培育，时间长了，市民习惯了，商
贩们的生意也会越来越好。他们下一步工作，
一是加大对这23条街道的宣传力度，二是加大
对目前街面上流动摊贩的管控力度，引导他们
进驻到这 23条街道中来。对那些屡教不改的
商贩，他们才会依法进行罚款。

10月22日，记者先后采访许昌市城建局和
创建办领导，均被告之“领导不在”。他们都去
哪了？细问，才知当天和副市长张宗保一起上
街察看流动商贩“现场办公”去了。

坐车经过许昌街头，不时仍可见到三三两
两占道的商贩。

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她看电视才知道23条
街道可以“占道经营”的消息，昨天走了几条街，发
现机动车道并没被堵住，反而比以前更畅通了。

“领导们现场办公，就是想在以后出台更多
的措施。”许昌市城建局办公室的李原说，这次
拿出的23条城市街道，并不是让商贩们随便占
道，而是在城管、交通、环卫、公安等多部门配合
下的“规范占道”，街道两边设立的摊群都在马
路道牙以上，而且道牙外侧将近两米的地方被
划在黄线之外，可以方便行人通行和市民挑选
购物。这是许昌市治疗城市顽疾的一个尝试，
经过一段时间，如果效果好，城管局和创建办将
向市里提出建议，对需要开放的街道进行调
整。“有的道路附近如果建起了农贸市场，占道
的摊群会被要求进市场。”

在许昌23条街道向摊贩开放的同时，许昌市

政府还将协调相关部门，利用现在空置场地，改
建、增建5处简易农贸早夜市场，分别位于劳动路
原童装厂空院、许昌市体育场院内、华佗路垃圾中
转站后帝豪集团空院、解放路三国商贸城西铁路
线北侧院内，以及文峰路瑞贝卡大道东南角。

市容要干净，市场要繁荣，两者如何兼顾？
“这次开放的街道，事先协调了环卫部门做好卫
生保洁，督促商贩配备垃圾容器，加大道路清扫
力度和密度”。

在许昌市城建局，记者还看到一份书面材
料，9月初，许昌市城管局向规划委员会提交了
在新建小区必须设置农副产品经营点的意见
书，意见书称，建筑面积在 1.5万平方米至 5万
平方米的新建小区，设置面积不小于 100平方
米的农副产品经营点；建筑面积在 5万平方米
至 10万平方米的小区，设置不小于 200平方米
的农副产品经营点；建筑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
上的小区，设置不小于 300平方米的农副产品
经营点；根据小区所处位置，300米范围内若有
建成的农贸市场，可以不设农副产品经营点。
此举可以方便居民生活、解决马路市场、占道经
营等城市管理难题。

许昌城管新政刚一出台，就引来社会关
注，互联网上，街头巷尾，不时听到人们的议
论，有人担忧，更多的人则叫好。

在网上，一名网友说，如果这些摊位摆在你
家楼下，而你家门口被他们当厕所用的时候，
不知你是不是还会叫好？另一位自称是城管
的网友更是直言不讳：小贩堵在小区门口，接
孩子上学放学安全吗？开放街道的做法，许
昌的交通未来会怎么样？卫生会怎么样？你
们可知道，环卫工人一天得工作多长时间？压力
有多大？……最好的办法还是集中市场，统一
管理。更多的网友则对许昌城管新政给予了高
度评价。

“治理占道经营和流动商贩，光靠处罚和
摊摊，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暴制暴，只
会让城管工作更加被动。”在许昌街头采访
中，一线的城管执法人员称，作为一名执法队
员，他们深知“疏比堵好”，因为不少居民区周
围没有农贸市场，居民购物不便利，喜欢向摊
贩买东西。摊贩们有“群众基础”。

许昌市当地居民则表示出了对占道摊
贩的拥护之意，他们说，以前为了迎接检
查，禁止所有摊贩出摊，早上出门连个早餐
都买不到。“你说，城市里到底是市容重要，
还是生活便利更重要？现在规范占道经营
很好，既不堵路，也方便老百姓买东西。”当
地市民说。

相关评论

开禁马路摊点
是对民生诉求的尊重

一个故事说，一些小商小贩在街边摆摊
卖早点，忽然看见标着“城管执法”的汽车驶
来，一哄而散。车子驶来走下两个男子，一人
向另一人抱怨说：“不让你开这车你非要开，
早餐没地儿吃了吧？”

“靠摆个小摊来养家糊口的同时，小商小贩
们也方便了部分地段的居民生活。”在许昌街头
采访时，一名常年在一线工作的城管说，他们有
很多委屈，驱赶占道摊贩保持道路畅通，也是方
便居民出行，可为啥在执法时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呢？这不能不引起城市管理者的深思。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说，小商
小贩应该是城市多样性的一部分。我们的城
市应该宽容，应该让他们有合理的分布，给予更
多的引导。

“政府给俺提供了方便，
俺也得按规矩摆摊”

“只要处理得当，城管和商贩就能和谐共处”

晚报记者 熊堰秋 文/图

“督促商贩配备垃圾容器，加大道路清扫力度和密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