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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 7 时到 19 时，位于贵阳经开区西
工厂内的“马路市场”热闹非凡，来往市民
络绎不绝，摊贩吆喝声此起彼伏。但横七
竖八的摊位、地上湿滑的垃圾、吵闹的喇叭
声，也让便民市场呈现出扰民的一面。

如何在维护市容秩序与保障民生之间
找到平衡点，是摆在城市治理者面前的一
道考题。为此，“融媒+督查”工作组邀请
融媒问政观察员、贵阳市政协委员王吉勇
和张茜倩一同深入走访。

如此市场，有人欢喜有人忧

市民口中的“西工厂马路市场”，原是
贵州西南工具总厂家属区的一条内部道
路，由周边居民自发形成。20 多年来，短
短 400 米的路上，已聚集着 200 余个摊位。
生鲜、日用品、服饰……由于附近居民区集
中，这里售卖商品品类丰富，生意也不错，
市场小有名气。

4月10日，工作组现场看到，道路两侧
划有黄色摊位线，支起百余个红色遮阳棚，
中间留有约 3 米宽的人行通道，还有部分
摊贩“见缝插针”摆摊。摊位周边及路中
间，偶尔可见塑料袋、菜叶等垃圾。

周边有居民表示，“这条路的管理不太
稳定”。“随着摊贩越来越多，状况也越来越
多！我看到过几次，老人因为踩到瓜果皮
摔倒。”记者从市民王女士4月初拍摄的图
片里看见，一些摊主直接把摊位和遮阳伞
摆在通道上，行人走路要绕来绕去。

市场中嘈杂的叫卖声，也让住在附近
的刘先生颇有微词：“虽然在这里买东西方

便，但是揽客叫卖的喇叭声、收款到账的播
报声，都太吵了。”

附近居民提出疑问，这个市场能否有
人好好管一管？

如要治理，马路市场归谁管

这个市场归谁管？一些摊主告诉工
作组，因为这里摆摊不用交费，他们也不
清楚市场谁在管，只知道每天有人来打
扫卫生和收垃圾。为了弄清管理归属，
工作组协调贵阳经开区黄河路街道办、
贵阳经开区建设管理局来到现场。

“这是小区内部道路，由贵州物业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日常管理，但因市
场形成时间长、规模大，管理起来棘手，
为改善周边环境，该物业公司在 2023 年
7 月向街道办申请协助管理。”黄河路街
道办综合执法中队执法人员谢宝磊告诉
工作组。

为规范该片区管理，黄河路街道办
多次会同贵阳经开区商务局、贵阳经开
区建设管理局、物业方商讨解决方案。
2023 年 7 月，经贵阳经开区管委会同意，
在该路段设置了“农贸市场临时摊区”，
划定经营控制黄线。“我们的工作人员每
天不定时巡查，要求摊贩在线内经营，劝
导 临 时 流 动 摊 贩 不 占 用 盲 道 、消 防 通
道。”谢宝磊告诉工作组。

而针对市场卫生问题，贵阳经开区
建设管理局城管处工作人员赵海燕表
示，保洁人员每天早中晚对市场打扫三
次，并在晚上 10 点进行清运：“但由于市

场人流量大，摊贩流动性也大，卫生管理
上存在一定难度。”

委员建议：加强管理，实现
“两全”

经走访了解，市政协委员王吉勇、张
茜倩针对市场管理问题提出了建议。

“部门需加强执法和管理力度。”张茜
倩认为，该市场规模已趋于饱和，相关部
门应进行控制，避免更多摊贩涌入。王吉
勇也指出，要维护好周边老百姓喜爱、认
可的市场，就应当在保障烟火气的同时，
规范其运行秩序，让周边居民有更舒服的
生活环境，让商贩有更好的经营环境，实
现“两全”“共赢”。

对于市政协委员提出的建议，黄河路
街道办综合执法中队表示，将持续加强管
理，在确保摊贩线内经营的同时，进一步
加强油烟污染、噪声污染管理。贵阳经开
区建设管理局城管处也表示，为加强市场
卫生管理，将把保洁人员从 4 名增加到 6
名，早上清扫时间从 7 点提前到 6 点，除早
中晚固定清扫外，增加不定时清扫，加大
垃圾清运力度。

与此同时，贵州物业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表示，将积极参与共管，加大对摊贩的
宣传力度，合理控制摊位数量，以减少对
周边居民生活的干扰，尽力营造整洁、有
序的市场环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杜立 高晨畅

本报讯 连日来，贵州交通职业大学
大一学生敖浩宇发的一条内容为“贵阳的
哥冰雹中勇救大学生”的短视频在抖音上
火了。截至4月25日19时，敖浩宇的抖音
号只有 274 个粉丝，但是这条短视频已获
10.2 万点赞、1029 条评论和 7530 次转发，
点击量更是高达200多万次。

“ 感 谢 清 镇 贵 AU9819 的 出 租 车 司
机，谢谢叔叔。真的是崩溃了，狂风骤雨
和大冰雹突然来袭，我们只能蹲在路边
绿化带里面躲避，连呼吸都困难，已经在
干呕了，感到很绝望。叔叔的出现就像
是光一样，他把我们全部拉上车了，可以
说是最帅的男人。祝所有出租车司机师
傅出入平安。”敖浩宇在这条短视频的文
案中提到。

视频里的故事发生在贵阳清镇水塘
路。4 月 19 日 17 时 53 分，敖浩宇和另外
一名男同学去驾校练完车后返回学校途
中遭遇天气突变。“刚开始只是狂风骤
雨，夹杂着一些小颗粒的冰雹，我们感到
很兴奋，还拿手机拍视频。可是突然风
势雨势加大，冰雹也变大了，有的冰雹像
鸡蛋那么大，场景十分恐怖。意识到危
险 后 ，我 们 赶 紧 到 路 边 的 绿 化 带 里 躲
避。”敖浩宇回想起当时的场景说，由于
绿化带里的绿植太低矮，他们只得匍匐
在地，冰雹不停地砸在身上，痛得他们大
声喊叫，很是狼狈。

约两分钟后，出租车师傅李大文将

车开到两位大学生面前，迅速摇下车窗
大声呼喊邀请他们上车避险。“路边的路
灯杆摇摇晃晃，随时都有倒地砸到车身
的危险，但是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先救人
再说。”回想起当时的状况，李大文说
道。随后，李大文又往前开了几十米，救
起另外三位同样被冰雹砸得匍匐在绿化
带里的女大学生。

约一刻钟后，风暴平息，李大文将几位
大学生送回学校。当有大学生提出支付车
费时，李大文赶紧将收款码捏在手中藏起
来。事后，敖浩宇和同学提出向李大文答
谢和送锦旗，都被李大文婉拒了。“特殊时
刻，安全第一！我这只是举手之劳，不足挂
齿。”李大文的话语十分朴实，却很暖心。

次日，敖浩宇将拍摄的这段遭遇发到
了抖音上。

李大文今年 57 岁，曾是贵州铁合金
厂职工。工厂倒闭后，他因投资餐饮行
业亏损数十万元。尽管截至目前仍然负
债在身，但 2022 年 6 月成为一名出租车
师傅后，他在载客的过程中已经多次助
人为乐——有一次载着一位客人转院治
疗时，听客人在电话里找人借钱付医药
费，他不但没有收取打车费，还掏出 10
元钱递给客人让他买水喝；遇到挑着箩
筐去城里买菜的老人，他也经常义无反
顾地免费载老人一程……“就是看不得
别人受苦，大忙帮不了，尽己所能吧！”
对于无私帮助他人的原因，李大文这样

说道。
李大文就职于贵州省清镇公共交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该 公 司 车 辆 技 术 管 理
（经营部）主任罗雯介绍，李大文吃苦耐
劳、勤勤恳恳，积极参加安全生产相关
培训，已经安全行驶 20 余万公里，“零事
故”且“零投诉”，服务记录优异。

李大文还是一名有着多年党龄的中
共党员。“入党以来，我始终将群众的利
益放在第一位。”李大文说，作为一名光
荣的共产党员，不管什么时候，只要遇
到需要帮助的人，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伸
出援手，就像这次和过去很多次一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文/图）

暴雨冰雹中紧急救助5名大学生

“西工厂马路市场”如何“两全”？
20多年来，短短400米的一条路，经营摊位横七竖八的，垃圾遍地、喧闹声喇叭声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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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贵阳的哥，引发网友关注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