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摊商贩占道经营，人行道每天下午5点后变成“大乡场”
涉事地点权属不清，监管缺位，周边2000多居民不堪其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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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下午5点左右，记者根据居民们提供的线
索来到鲁能星城九街区A区西二门附近了解情况。还没
靠近，远远就被这里人来人往、嘈杂热闹的场面震惊到
了，这段接近200米的人行通道上，挤满各种销售生鲜和
小吃的摊点，各种叫卖声混杂着车辆的轰鸣声响成一片。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段人行通道临街的门面把本该
摆在店里的水果、蔬菜统统都搬到了人行道上，摆摊销
售。各店家竞相占据了各自门前的人行通道，把人行道
当成了促销场。行人通行十分困难，被迫挤下人行道，
在公路上穿行，引得过往车辆不断鸣笛提醒。

此外，还有周围流动三轮售货车、手推车也竞相来
到这里“赶场”，把车辆开上人行通道，摆开摊子做生意，
还用车上携带的小喇叭循环播放叫卖。

人行通道上各种杀鸡、杀鱼的污水横流，遍地菜叶、
果皮，成堆的垃圾随意堆放在人行道边，散发着腐烂变

质的臭气。
家住小区楼上的罗女士无奈又气愤地表示：“我家

就住在楼上，根本不敢开窗透气。只要一开窗，烧烤摊
的油烟、垃圾的臭味、各种嘈杂噪声都会从窗口一拥而
进，让人心烦意乱，严重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天色渐暗，沿着人行道的另一头，记者来到小区西
一门附近。在西一门这一侧，分布着火锅店、串串店、江
湖菜等十多家餐饮门店。

每天傍晚，这些餐饮店都把桌椅搬到店门前的人行
通道，近百米长、十多米宽的人行通道完全被这些餐饮
店的上百张桌椅摆满。络绎不绝的食客就在这里烫火
锅、吃烧烤，划拳喝酒，一直要闹到深夜十一二点，严重
影响楼上住户的休息。

楼上住户不胜其烦，经常有人往楼下泼水、扔污物，
更加剧了楼下楼上的矛盾。

城市发展离不开建设，建筑垃圾合规处置是大气污
染防治与固废污染防治的重要工作内容。市城市管理
局7月31日召开2024年建筑垃圾监管执法情况新闻
发布会，介绍重庆市推动“六个全覆盖”及“渣土车监管
一件事”推广应用情况，媒体记者在大坡隧道前联合执
法站和礼嘉某医院配套用房工地现场进行了实地采访。

7月31日上午，市城市管理局“渣土车监管一件事”
监控大屏上，工地信息、车辆信息不停在屏幕上闪烁，全
市各区县渣土车运行情况尽收眼底，工作人员只要在定
位按钮上一点，相关车辆所在区域、所属工地、驾驶员电
话等菜单马上显示出来，“只要有异常情况，我们可以迅
速确定车辆所在区域及运行路线，监管机构对所有异常
情况一目了然。”

以前，渣土车监管存在“违规行为识别难、企业查
找难、源头工地锁定难、跨部门系统处置难”等问题，
市城市管理局会同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三级治理中
心和相关单位扎实开展“渣土车监管一件事”推广应用
工作，监管更加精准。“渣土车监管一件事”一体化平
台申请使用政务云、信创云、政务外网、感知资源等各
类数字资源，归集城管、交巡警、住建等部门18类数百
万条数据，依托三级治理中心贯通部署至40个区县，
基于基层智治平台联动镇街基层，实现事件在三级治
理中心流转分拨、自动留痕。

通过工地及道路上的物联感知设备叠加AI算法，系
统可以自动识别发现疑似违规事件，并推送至区县治理中
心。区县治理中心通过整合渣土车证照、车辆GPS等数

据，生成渣土车行驶轨迹，快速锁定源头工地及车辆所属
企业情况，并由区县治理中心人员进行分析研判；分别处
置完毕后，结果反馈至区县治理中心、市治理中心，形成

“感知预警—研判转派—横纵协同—快速办结—处置反
馈”的完整闭环。据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渣土
车监管一件事”上线运行以来，全市处置渣土车冒装违规
事件6600余件，渣土车冒装违规事件处置率由20%提升
至90%以上，处置时长从按周计降至按小时计。今年4月
8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渣土车监管一件事”
被评为数字重庆建设2023年度优秀应用。

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建筑垃
圾典型案例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的部署安排，市城市
管理局会同市公安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
建委、市交通运输委、市水利局、市林业局自7月起到10
月底将在全市开展建筑垃圾专项联合执法行动，依法对
建筑垃圾的源头、运输、消纳3个环节共计31个重点进
行联合执法检查，重点打击建筑垃圾非法倾倒、堆放、运
输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包括未经许可擅自倾倒、堆放建
筑垃圾，使用非专用车辆运输建筑垃圾，运输过程中沿
途抛撒滴漏等行为。本次专项联合执法将设置联合检
查站，细化联合执法工作措施，加强执法协作配合，加大
建筑垃圾违法运输、处置行为的打击力度，对本次专项
行动中涉及违法行为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依法依
规将行政处罚信息录入信用中国、信用重庆系统，加大
信用惩戒力度。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摄影报道

“渣土车监管一件事”数字化平台助力

我市从7月起开展 建筑垃圾专项联合执法行动

渣土车上路前必须“一尘不染”

每天下午5点以后，渝北区龙
塔街道鲁能星城九街区A区西二
门附近短短的一两百米人行通

道，就仿佛被施了“魔法”，变成了“另一个
世界”：大大小小的蔬菜摊、水果摊、麻辣
烫、烧烤摊一股脑儿地涌现出来，抢占地
盘，再加上从附近赶来的流动三轮车、手推
车，整条人行通道瞬间变成一个“大乡场”，
人声鼎沸，污水横流、垃圾遍地。这样的情
况一直持续到深夜。

不止于此，在同一个小区的另外一侧，
西一门两边一字排开的十多家餐饮店也如
比赛一般，竞相把各自店内的座椅搬到店
门外的小区人行通道上，各种油烟气味直
冲楼上居民家中，喝酒划拳的喧闹声一直
持续到深夜……

近日，鲁能星城九街区A区居民不堪
其扰，纷纷向重庆晨报投诉。

成堆的垃圾随意堆放在人行道边，散发着腐烂变
质的臭气。

商贩占道经营 行人通行困难影响居民生活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混乱现象，影响到这个小区
2000多户居民的正常生活、出行？当地居民说，他们为
此多次找过小区物业和社区街道，但双方均表示这里存
在权属划分的模糊区域，虽然双方联合公安、环卫等相
关部门对这里进行过多次整治，然而由于日常管理的缺
位，要不了多久，这种以道为市、占道经营的情况又会卷
土重来。

然而，这种情况究竟该谁管？谁又能管？怎样才能
有效解决困扰居民们的问题呢？

记者向负责管理鲁能星城九街区A区的之平物业
项目负责人丁主管了解情况，丁主管介绍，小区西二门
附近的人行通道虽然属于公共区域，但一直在小区权属
的红线范围之内，开发商一直没有移交给市政部门。至
于为什么长时间不移交，开发商也没给出明确的原因。

而西一门附近人行通道的权属则更加模糊，据说开
发商以滴水为界，把这一区域移交给了市政部门，但由
于这里还有一排门面，以及人行通道外的停车场归小区
管理，所以日常管理同样由物业负责。

但是，物业部门没有执法权，虽然他们时常派小区
保安和物业人员登门劝导，但对于沿街店铺和餐馆占道
经营的行为却根本管不住。

记者又找到小区所属的龙塔街道，龙塔街道规环物
业岗相关负责人侯海川告诉记者，鲁能星城九街区A
区以道为市、占道经营的情况，已存在较长时间，街道也
常接到居民们的投诉。但这些区域在小区的红线范围
内，没有移交给市政部门，街道想要执法整治必须事先
征得小区物业同意，加上辖区城市管理人员人手不够，
而商贩和餐饮店又钻了执法人员傍晚下班后的空子。

被占区域道路 因权属不清让商贩钻了空子

小区居民们希望，渝北区政府相关部门尽快出面协
调，完成公共区域的确权移交工作，明确相关管理、执法
范围，真正做到责任明确，严格执法，让占道经营摆摊的
行为没有空子可钻，维护2000多名小区居民的正常生
活秩序和市容环境。

侯海川表示，街道对居民反映的问题和建议高度重
视，龙塔市政城管大队将加强日常巡查，规范流动摊贩
经营管理，减少影响市容市貌的问题产生；由鲁能东路
社区安排志愿者开展文明劝导，配合城管进行治理；责
成物业管理公司在重要时段开展巡逻防范。

同时，加强对流动摊贩车辆进行管控，开展巡查、驱

离工作，与物业一起共同治理鲁能星城九街区A区人
行道摆摊和乱丢垃圾的问题。

侯海川还提出一个建议：因为鲁能星城九街区A
区人行通道通往八街区方向是巴蜀中学学生的必经之
路，治理流动菜贩、小吃摊在道路两边摆摊营业的情况，
需要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街道城管希望能够协调社
区和物业管理部门，组建一支联合执法劝导队伍，加强
下午5点以后到晚上这段时间的执法管理，并派专人轮
流值守，坚持下去，相信这一路段的占道经营的脏乱差
现象将会得到有效的遏制。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摄影报道

当地居民希望 加强管理还大家宜居环境

监管流程演示

西一门两边一字排开的十多家餐饮店也如比赛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