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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LUOHE04 漯河

农贸市场遇冷 马路市场热闹
占道经营形成恶性循环 管理部门将坚决治理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姚 肖）
又是粽叶飘香时，端午假期即将
来临，想必小伙伴们早已按耐不
住内心的喜悦了吧。畅游河上街
古镇，品尝亲自包好的粽子，DIY
一颗香气怡人的香囊，开源景区
为你准备了一个又一个惊喜！

据了解，为展示传统民间手
工艺术瑰宝，传承中原民俗文

化，6月 9日，开源景区将在河上
街栖凤广场举办以“香包传情，
尽情放粽”为主题的中原第二届
香包文化艺术节，将为广大市民
奉上一场可观、可赏、可品的端
午文化盛宴。届时，还将展出各
类香包百余种，还设置有现场包
粽子、缝香包大赛，获奖者还将
获得丰厚礼品。

本报讯 （记者 王 辉）“同
良，最近家里还好吧，这几天正麦
收，我们过来看看你，给你拿来
300 块钱的帮扶金，赶快收麦晒
粮，小心麦子淋上雨。”6月3日中
午时分，源汇区问十乡的乡干部来
到该乡董庄村贫困户董同良家，帮
他家收麦子。

董同良身体残疾，妻子患有
病，两个儿子仍在上学，家里没有
劳动力，源汇区问十乡政府将他纳
入帮扶范围，对他进行精准帮扶。
今年麦收时节，乡干部派人到他家
看望慰问他，给他送上了火腿肠、
食用油和饮料。

“现在我们政府太好了，处处
为群众困难着想，麦收到了，又是

送钱，又是送物，尽为老百姓干实
事。”董同良激动地说。

据了解，今年“三夏”期间，
为了帮助全乡贫困户抢收抢种，问
十乡成立五个“三夏服务队”，深
入到贫困户家中，访贫问苦，乡财
政共拿出近 5万元，对 128户贫困
户进行慰问，每户送去 300元帮扶
资金和慰问品，解决贫困户麦收期
间的困难。

源汇区问十乡128户贫困户

拿到“帮扶金”麦收不发愁

中原第二届香包文化艺术节
6月9日将在开源景区举办

本报讯（记者 张玲玲） 6月6
日下午，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市豫剧团
承办的市第二届青年演员戏曲大
赛，在市豫剧团演出大厅内开赛。

6日下午两点半，虽然天气闷
热，但市豫剧团院内，演员们个
个精神饱满、情绪高涨。化妆、
练 声 、 试 穿 衣 服 …… 比 赛 开 始
前，演员们认真地忙碌着。

比赛中，演员程梦静表演的
豫剧现代戏 《风雨故园》 选段

“来世再也不把女人投”，投入地
表演、动情地演唱，催人泪下，
感染了全场。

“演员们都很重视这次比赛，
提前两三个月甚至半年就开始准
备了。”市豫剧团老师李宝纪说。

“这次比赛是对青年演员们前
段时间的演出和学习进行总结，

促进青年演员积极练功、学习。
另外，今年戏剧下乡安排了300场
左右，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比
赛，挑选出更优秀的豫剧节目送
给父老乡亲。”市豫剧团团长宋德
甲说，根据评委专家现场点评打
分，将挑选出前五名，代表漯河
去参加省第八届青年戏剧大赛。

记者注意到不少观众拿起手
机或相机，对演员的表演进行录
相。“他们唱得真精彩，我录下来
回家想看了就能看。”戏迷陈先生
说，他专门带着自拍杠，把演员
的表演全程录制了下来。

“漯河豫剧团的演员阵容很强
大，青年演员的唱功也很扎实，
希望青年演员能振兴、发展和传
承豫剧，争做豫剧接班人。”作为
评委的省曲剧团副团长张付中告
诉记者。

市第二届青年演员戏曲大赛开赛

青年演员一展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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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源汇区西京路，每天清晨卖
菜的流动商贩将道路占据，叫卖声
不绝于耳。而距此不远的 10000多
平方米的大型农贸市场——湘江农
贸综合创业城却很冷清。是什么原
因导致这样的反差，又如何解决这
个问题呢？

【现象】
马路市场热 农贸市场冷

源汇区西京路连接着湘江路和
柳江路，去年12月前这个区域一直
没有大型农贸市场。因为市民有买
菜需求，于是在西京路上逐渐形成
了马路市场。流动商贩把摊位直接
摆在马路上，部分有店面的商户也
不示弱，在店铺外私自搭建棚子，
占据人行道，扩大店铺面积。

记者在西京路及其支路上看
到，卖活鸡的店铺私自搭棚，一堆
的鸡毛、鸡粪在人行道上堆积，发
出恶臭阵阵，血水流到了马路上，
路过的市民纷纷捂着鼻子。一家瓷
器店在门前修的台阶占据人行道两
米，并私自打井。还有两家店铺把
广告牌私自挂到了电线杆上。

西京路及其支路的占道经营直
接影响到市民的通行，同时也是我
市两城同创工作的否定因素。为此
去年 12月 26日，源汇区采取“政
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建设
了湘江农贸综合创业城。这个创业
城共分两层，一层为标准化农贸市
场，采取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
一风格的模式，严格按照国家卫生
城市标准进行设计，设置有营业房
200 余间，摊位 230 多个，实行蔬
菜、水果、肉食、调味品等功能分
区管理。二层为美食广场，有操作
间 90 余间，就餐区近 3000 平方
米，配备中央空调、油烟净化装
置、感应式自动电梯等配套设施，
可以吸纳零散在街边的夜市摊点。

但是，诺大的摊位上仅有20余
家商贩在经营，一些营业房因为客
源少也关门了。在开门的店主中，
冷清的生意让他们无精打采。

【探因】
占道经营形成恶性循环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反差呢？
西京路上菜贩张师傅告诉记

者：“我们习惯了，有很多老顾
客，一般人都是这附近的住户，大
家习惯了在这路边买菜。湘江农贸
综合创业城还要多走几步，别小看
着几步，那生意可是天差地别了。”

当记者问一些商贩是否意识到
占道经营会影响市民通行和我市两
城同创，其中一个商贩说：“我们
最关心的是挣不挣钱。”

一位附近居住的市民告诉记
者：“下班后推着车子来买菜，在
马路边买菜更方便，已经习惯了。”

湘江农贸综合创业城经理张华
伟满面愁容地告诉记者：“我们湘
江农贸综合创业城对摊贩是免费
的。政府建设这个大型农贸市场，
目的就是要解决占道经营，为两城
同创做贡献。可是摊贩免费也不进
来，非要在马路上卖菜。现在创业
城受占道经营的影响，有些商铺因
为缺少客源而赔钱，有些已经关门
了。再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湘江农
贸综合创业城也将面临关门。”

在湘江农贸综合创业城，记者
看到了一直在坚持的摊贩小梁。小
梁自创业城开业就开始在这里卖
菜，随着客源的减少，目前他的生

意也很惨淡，经常会遇到新鲜蔬菜
因为卖不出去而坏掉的情况。“我
有时候进 200多块钱的菜，可是一
天才卖 100多块，剩下的新鲜蔬菜
卖不掉就要坏了。”小梁说，“我认
为占道经营是不对的，和咱市两城
同创是相反的，所以我坚信政府会
把占道经营治理好，会让我们在这
里正规卖菜的人有出路。”

【措施】
坚决治理占道经营

6 月 6 日上午，源汇区城乡建
设和环境保护局、源汇新区管委
会、市工商局源汇分局等 9个部门
400余人对西京路及其支路，开展
了治理占道经营集中行动。行动共
出动两台铲车、20多辆执法车，整
理规范出店经营80多家，治理流动
摊贩 50 多家。伴随着铲车的轰鸣
声，占道经营的棚子渐渐倒塌，混
乱的交通终于得到了暂时的平静。

在集中治理现场，源汇区城乡
建设和环境保护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西经路的‘马路市场’是
自发形成的，由来已久。由于长期

摆在马路上经营成为了习惯，他们
不愿意进到新建的农贸市场里.我们
多次进行劝导无效，才进行这次集
中治理行动。目的是让流动商贩进
到农贸市场，疏通交通，给居民创
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一个城市是有规矩的，大家
不能光想着自己买菜方便，自己卖
菜挣钱，就把马路挡着，让更多的
人不方便。”市民王先生说，“如果
大家都到正规的农贸市场买菜，那
摊贩们也会进到农贸市场去卖菜，
这样我们买的菜的质量也会有人监
管，也会更加安全卫生，对我们自
己来说也是好事。所以改掉我们的
一些陋习，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
好。”

冷清的农贸市场冷清的农贸市场。。

热闹的马路市场热闹的马路市场。。

执法人员治理占道经营执法人员治理占道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