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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长沙市井湾子。湖南女子大学附近各种摊贩聚集在路边卖东西。 实习生 骆毅 摄

【乱象一】规范点沦为店外经营场地

11月1日晚上9时，长沙市城管局党委委员
赵会华和长沙市城管执法支队直属大队大队长
史小芳等身着便装，来到天心区劳动西路口。

这里申请了一个夜市规范点， 经营范围
是杨眼镜餐饮店周边50米。

记者发现， 这个规范点摆的都是夜宵桌
椅，俨然成了一些门店的店外摊聚集地。在划
入夜市规范点前， 在人行道上摆摊属占道经
营，是不允许的。这里完全被利用来为店家服
务， 没有真正需要的流动摊贩在这里经营。
据介绍，这个规范点由辖区街道申报，区城管
局进行初审。

“不排除是关系户。”赵会华表示，对于这
种沦为店外经营点的规范点， 他们将在排查
后逐一取缔。

【乱象二】 规范点被门面利用来出租

执法人员又来到天心区青园路梅岭规范
点，位于韶山路铁道学院一旁的巷子里。

一名烧烤摊主介绍，他们每月要交1000
元，300元由社区收取，作为卫生保洁，而另
外700元居然是交给摆摊位置“屁股”背后对
应的门面。

做了1年的生意， 这个摊主没有收到过
一张收款收据。15元一只的烤鸡， 每只赚3
元，他需要烤330只才够本。

“真是荒唐，这是人行道，是公共资源，门
面有什么资格收取这些小摊贩的钱？”史小芳
对此痛心疾首， 称一个夜市规范点居然被人
利用来谋私利，定会查处。

【乱象三】 被取缔的点死灰复燃

第三站是湖南女子大学门口， 这里原本
是夜市规范点之一，并且摊位还挺多。但因管
理不到位，多次责令整改仍没有改变，这个规
范点在7月底被取消资格。

记者看到， 这里的卫生情况有点不堪入
目。烧烤留下的垃圾、烂水果满地都是，有的
地方臭味扑鼻。 不过这并不影响摆摊者和前
来消费的路人。

长沙市城管局在取缔规范点之后， 考虑
到市场需求， 又在附近不远的正塘坡路为摊
贩们划出了一个营业点， 但摊贩们似乎对此
不感冒， 执意回到这个满是垃圾臭味的地方
经营。

赵会华表示， 这个地方实在太影响市容
市貌，肯定不会允许继续经营，正塘坡路如果
没有需求，也将取消规范点的资格。

本报将继续关注夜市乱象和监管面临的
漏洞、 困境， 也欢迎市民拨打本报热线
0731-84326110参与探讨。 ■记者 杨艳

怎么收合理？
或可以参考三种模式

长沙市夜市规范点的摊子已经铺
开，问题也逐渐暴露，将如何破解？记者
采访了相关业内人士， 或许可以为夜市
管理提供参考。

一种可能是让摊主成立协会， 实现
摊主自主管理。

另一种是由政府统一招标，采用物业
公司管理模式。这个模式更加具备可行性，
由一个具体的物业公司来进行夜市的日
常管理。 经营户需与物业公司签订经营
合同，向物业公司缴纳一定费用，可获进
场经营。 物业公司将向经营户提供统一
的帐篷、货架，物业管理人员统一服装，持
证上岗。 同时物业公司将为夜市配备消
防设施，向经营户提供水、电等服务。

第三种则是多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夜
市小组或者分局， 有工商部门负责客人
投诉、欺客宰客以及摊位之间的矛盾。有
部门保证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有部门监
管市场的收费等。 商户进场经营必须办
理营业执照、健康证、卫生许可证等相关
证件， 获得一个固定的摊位后， 不得转
让、转借和出租。

现场执法

岳麓区桔子洲街道以300
元—1200元不等的价格
向夜宵摊主收取卫生费
一事经本报报道后，夜市
收费问题成为读者关注
和讨论的焦点。（详见本
报10月22日A03版）

10月22日
本报报道引起城管部
门的高度重视，街道城
管办坦承监管不力，但
绝对没有收费。夜市规
范点无收费标准成管
理尴尬。（详见本报11
月1日A07版）

10月31日
长沙市城管局主动约
见本报记者，相关负责
人带队夜查西站夜市
规范点， 并明确表示，
将就收费问题争取联
合物价、税务出台规范
性文件。

11月1日

城管连夜彻查夜市离谱收费
回应本报系列报道：情节恶劣将取消规范点资格，将出台规范性收费文件

长沙夜市收费乱象·系列报道之四

本报11月1日讯 “不夜
城” 长沙的夜宵摊收费竟比
门面贵数倍，这合理吗？

长沙夜市规范点收费不
规范， 部分夜市中小地摊租
金高得离谱， 此事经本报连
续报道， 引起长沙市城管局
局长袁志恒高度重视。

“一个小地摊居然贵过
了门面， 这完全违背我们设
置夜市规范点的初衷， 情节
恶劣的我们将取消规范点资
格！”今天中午，长沙市城管
局分管夜市规范点的党委委
员赵会华明确表示， 将对此
展开调查。

漏洞在何处？
数部门暂缺位
城管“无奈”接手

“可以说， 夜市规范点的
存在是合情合理不合法。”赵
会华称， 占用人行道摆摊，这
属于店外经营、 占道经营，和
交通、工商等部门的法律法规
是相冲突的。也就是说，夜市
规范点其实是不合法地存在
着。

但不管是从管理者治理
流动摊贩的需要， 还是长沙
市民的消费需求考虑， 现实
又需要建立规范点。“老百姓
有需要的东西，是堵不得的，
要顺应需求，要疏导。”赵会
华这句话说出了夜市存在的
必要性。

据长沙市城管局提供的
数据显示， 从2009年至今，长
沙市区现存的成规模的夜市
达82处，芙蓉区9个，天心区12
个，岳麓区27个，开福区23个
等。 按需求82个点还少了，但
从管理层面来说，这些点又太
多了。

“食品卫生、餐具消毒，甚
至是添加剂等， 一旦出现食
品安全问题， 后果将不堪设
想。”赵会华表示，夜市规范点
内有各类日用小商品类和风
味小吃类，这涉及到的部门就
多了，工商、质监、环保、卫生、
公安、 交通等部门管理的缺
失， 让规范点内的经营户处
于监管真空地带，“城管部门
一厢情愿地管着， 真是诚惶
诚恐。”

收多少合适？
此前默认
摸底后将出“规范文件”

赵会华首先申明，市城管局没
有收费。他介绍，82个规范点中，存
在两种管理模式， 大部分由街道、
社区管理，8个点由企业或公司管
理。

交由公司管理，也就等于管理
“外包”，包括本报报道的岳麓区长
沙汽车西站附近的临时规范点，还
有开福区长沙大学周边、天心区青
园路附近的规范点。据介绍，由公
司管理的规范点， 收费会较高，有
的一年收费高达百余万元。

“按道理来说 ， 只应收取
200-400元的卫生保洁费。” 赵会
华对本报此前曝光的收费情况表
示震惊。

但作为夜市规范点政策的推
行方，他们也困惑这个问题，因为
没有具体标准。 在2009年城管局
向市政府申请开辟规范点得到同
意之后，这项工作就大张旗鼓地展
开起来，市局监管规范点的方式是
“每月对规范点进行测评， 评选出
最好和最差的”， 但对收费一事只
字未提。

这样就形成一个局面，不管是
街道收费，还是公司收费，不管收
费高还是低，长沙市城管局只能采
取“默认”态度。

“媒体的监管将这个问题摆上
台面，我们也不愿意一项好政策成
为一些人谋利的工具。” 城管部门
表示， 将对收费一事进行摸底调
查， 将调研汇报至长沙市政府，争
取能联合物价、税务，出台规范性
文件。

长沙汽车西站附近夜
市规范点的摊贩再向
本报反映，称他们一年
缴纳的费用高达1.2万
元，甚至更高。（详见本
报10月31日A11版）

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