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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收卫生费经过了物价
局核准，物价局称需调查

在管城区货站北街与凤凰路交叉口附近，
原本一度被小商小贩占完的人行道经治理，终
于腾出半边来，但摆摊的小贩们也有意见，他们
对二里岗办事处的收费提出质疑（详见本报昨
日A17版）。

昨日，二里岗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
每月向每户收取 200元“卫生费”，是经过物价
部门审批的。物价局还给他们发了“收费许可
证”，但他同时表示证一时不在办公室，无法
出示。

至于对20多辆商贩小车收取的2万余元押
金，该办事处表示这不属于行政事业和公用事
业收费，仅仅是督促小贩们爱惜车辆，因此这个
费用没有办证。

对此，市物价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这
种情况应属于管城区物价局管理和审批。
而管城区物价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可能
归市里管。该局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处工
作人员恰好都不在，他们将进一步调查落
实。

律师：办事处应每月向辖区居
民公示收费使用情况

对此，金色阳光律师事务所的高健律师认
为：办事处作为一级政府（政府派出机构）向商
贩收取卫生费，属于公共行政管理行为，按照我
国相关法规，必须办理物价部门核发的“收费许
可证”。

如果基层办事处确实因行政经费不足，为
便于管理服务，而向辖区市民商户收取费用，也
可以理解，但必须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公正、公开、公平、透明、自愿”等原则。比如每
月的卫生费，它的支出使用状况，交费人和辖区
居民有知情权。办事处应每月向辖区居民公
示。

合法摆摊的商户，有权不使用办事处提供
的小车。办事处若因此进行刁难，则违纪违法。

办事处向商贩提供统一制式的小车，并收
取押金，高健认为属于民事行为范畴。办事处
也应坚持“自愿、公正、公平、透明”等原则，不应

强制摊派。

市民举报：五里堡办事处执法
犯法搭建违章建筑

昨早开始，不断有市民来电反映身边
的类似情况。家住二七区合作路的张女士
在电话里足足诉了半小时的苦：合作路是
河医立交桥北边一条东西路，也是附近的
都市领地小区、王立砦上万居民出行回家
的必经路，本来路就不宽敞，经常堵车，但
是，五里堡办事处却在路边搭建了一排简
易房，租给那些卖菜的摊贩，让本来就紧张
的小路天天堵车。几百米的路有时候要走
一个多小时。

昨日 12时 40分许，在合作路中段，记者在
此采访时，附近居民李杰、王明和、赵志立等人
纷纷赞同张女士的说法。他们认为，办事处搭

建这些简易房是典型的违章建筑，“作为执法
部门，执法犯法，搭建违章建筑，他们只管月
月收钱，我们却在这里天天遭罪，也不知道他
们想干啥？”

此时已过了下班高峰，可路上仍然人头攒
动、汽车喇叭乱响。一驾驶别克轿车的男子堵
得是一头火：“你看看！人行道上人不能走，南
边是办事处弄得铁皮房，北边是摆摊的，快车
道上是推三轮的，还有横在路上做买卖的。
这让人咋过啊！天天都是这样！没脾气了。
要是消防车赶来抢险，可咋办？”

记者随后向五里堡办事处和二七区行政执
法局反映了此事，他们表示会进一步治理，本报
将继续关注。

如果您也时常遇到类似烦恼，或对解决这
些烦心事有啥高见，请拨打本报热线一吐为
快。 线索提供 李女士

从樱桃沟上高速，在新密站下

我跑了220个小时？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本报讯 申先生驾车从二七区樱桃沟
驶上郑少高速，从自动刷卡机取卡后，20
分钟赶到新密东，在收费站，读卡机显示，
他的车在此路段行了220小时零8分，按规
定应对他处以 270元处罚。后经过查询，
才发现是刷卡器有毛病。申先生要求对方
道歉，收费站拒绝了。

昨日上午，申先生赶到本报投诉，并出
示了他当时用小相机拍下的录像，以及当时
工作人员的录音。申先生介绍，19日18时
许，他从二七区樱桃沟站上了郑少高速，在
自动刷卡机上取了上路卡，去新密办急事。
20分钟后到了新密东收费处下路，收费人员
检查卡后告知他，他的车在该路段跑了220
小时多，根据规定，他超时219小时，要对他
进行处罚。申先生当时就蒙了。“我刚才接
了一个急电，到新密去办事，上路才20来分
钟，按收费显示这就是说，这段约20公里的
路程，我不吃不睡，一直开了10天10夜。”

收费人员与樱桃沟收费站的工作人员
联系，拒绝申先生的车出站。在询问了相关
情况后，确认是樱桃沟收费站处的刷卡机有
毛病，随后，他们才按正常收费，收取申先生
10元。此时已耽误了申先生一个小时。录
音中，申先生要求工作人员道歉，但收费站
工作人员回答：“这个事不是我们收费站的
事，你在哪里领的卡，你就找谁去，你去樱桃
沟刷卡处，让他们给你道歉。”

《难道管理就是收钱？疏导就是收费？》新闻追踪

市民举报五里堡办事处占道建商铺
如您身边还有类似情况，欢迎拨打本报热线67659999参与讨论

本报昨日刊发《“难道管理就是收钱？疏导就是收费？”》一文后，接连有17位
市民来电反映，他们身边也有类似的烦心事：行路难、回家难……您也常遇到类似
烦恼吗？您对根治马路市场有啥好建议？欢迎拨打本报热线67659999、60955255
讨论。 晚报记者 吴泳/文 赵克/图

五里堡办事处搭建的简易房并不能满足商贩的需要，他们的菜摊还是摆在马路上。

热线一响 记者追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