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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新建的农贸市场内配套设施齐
全，环境优美，却一片冷清；对面
的马路上流动摊贩成群，占道经
营，格外热闹。新市场没起到作
用，路上还是到处占道经营，实在
让人想不通。”近日，网友“春暖花
开”在本报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称。

创业城内一片冷清

3月15日，记者来到位于湘江路
与西京路交叉口的湘江农贸综合创
业城，进行了一番探访。

敞亮的大棚，干净的路面，统
一的门店，整齐的柜台……走进湘
江农贸综合创业城，仿佛进入一个
大型购物超市。创业城的硬件设施
也是一应俱全：外建有停车场、内
设有电梯，每个门店内都铺有地
砖、墙砖，水电齐全，还配备了垃
圾桶和灭火器；柜台上装饰一新，
下方留有储物空间。

“投资建设湘江农贸综合创业城
的初衷是彻底解决湘江路、西京
路、柳江路周边市场缺乏，占道经
营、流动经营严重等问题，同时也

是积极配合两城同创工作。”湘江农
贸综合创业城负责人张华伟说，创
业城建成后于 2015年 12月份开始正
式营业。根据规划，创业城共两
层，一层为标准化农贸市场，二层
为美食广场。

3月15日，记者在创业城内转一
圈，发现虽然环境优美，可偌大市
场里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大部分
门店关着门，在柜台上摆摊卖菜的
也仅有几家。“不知道为啥，商户、
市民宁愿在马路上经营、消费也不
愿意进来。”张华伟说，为了吸引商
户，他们采取了优惠措施，市场内
的门店根据位置不同免2~6个月不等
的房租，中间的柜台前两年免收摊
位费，水电费和卫生费都不用商户
出。“目前进驻创业城内的商家共有
80 多家，但开门营业的只有 20 多
家，没有生意。”张华伟说，“我现
在都不敢见创业城里的商户。”

“生意不好。”在创业城入口处
西侧一家门店内卖水果的老板张先
生对记者说，“客户少，水果卖不下
去都放坏了。”

马路市场格外热闹

与创业城内的一片冷清相比，
创业城门前的西京路上却热闹非
凡，吆喝声及喇叭声此起彼伏，俨
然成了一个马路市场：蔬菜摊、水

果摊……一些摊贩把摊位摆在了交
通信号灯旁边及斑马线上。这些摊
贩摆在西京路两侧，占据了大半幅
路面。“等到下午 5点左右，人会更
多，想要开车从这条路上通过，难
得很。”市两城同创指挥部工作人员
说，“每天下班高峰期，就是这条路
上最堵的时候。”

为何选择在马路上经营也不去
百米之外的创业城内呢？记者随机
采访了五六位摊主。“俺这是小本生
意，赚不了多少钱，进到创业城内
还要交费，划不来。”一位卖菜的阿
姨直言。“俺就是流动摊，到处跑着
卖，没有固定摊位。”水果摊贩周先
生说。“俺的摊位就在创业城里，里
面没有生意，就用车拉着出来卖
点。”刘大姐说。

那么，买菜的市民又是出于何
种考虑呢？“我是回家的路上顺道买
点菜，进里面买太麻烦了。”正在挑
菜的何女士笑着说。“来这儿买菜习
惯了，过个红绿灯就觉得远。”领着
孙女买馍的一位大妈说。记者采访
中了解到，“方便”成了不少市民在
马路市场上买东西的首因。

遭马路市场“围堵”，湘江农贸综合创业城——

建得很美观 生意有点惨

□文/图 本报记者 郝河庆
见习记者 姚晓晓

近日，网友“不是搞笑
的”在朋友圈发消息称：“快看
看 这 些 塑 料 袋 ， 都 在 树 梢 上

‘安家’了，这是要逆天的节奏
吗？反正我咋瞧咋心焦。”

网友“扣扣”：上次我从桥
上过也见了，离得远还以为树
上挂条幅了呢，走近了才发现
是垃圾袋，煞风景啊。

网友“花开无声”：怎么没
人清理？

网友“北方的雪”：树
上这么多垃圾袋，有损我
们大漯河的形象啊。

3月16日上午，记者联
系到网友“不是搞笑的”，
他在市区太行山路与大学
路 交 叉 口 附 近 的 小 区 居
住，这些塑料袋挂在她家
附近河堤桥下的树上。

记者来到现场，远远就看
见桥下树上的这些塑料袋在随
风飘舞。这些塑料袋有的是生
活用塑料袋，有的是工程中包
裹管道的袋子。

“这些塑料袋挂在树梢上有
一段时间了，树这么高，估计
也不好清理。天暖和了，市民
都来河堤游玩，这么多垃圾袋
挂在树梢上，看着影响心情。”
网友“不是搞笑的”说。

“这些垃圾袋出现在河堤景
区附近确实碍眼，平时从这过
老远就看见了。”在此游玩的市
民刘女士说，公共环境需要大
家共同维护，希望市民从身边
的小文明做起，让我们的生活
环境更加美好。

塑料袋挂树梢 咋瞧咋心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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