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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0 日上午 10 时，兰州烈日

炎炎，五泉广场附近的闵家桥待征路

上，十几辆蒙着绿篷布的小货车停在

马路两侧， 挡风玻璃内挂着帘子，司

机们躺在车内酣睡。这些小货车都是

进城卖瓜的皋兰县瓜农的， 掀开篷

布，车厢内满是翠绿的西瓜。

“在这里卖瓜已经有半个月了。 ”

来自皋兰县水阜乡的瓜农魏师傅告诉

记者， 由于自家的西瓜还有半个月才

能上市， 农闲的他从靖远拉来一车早

产大棚瓜到金城贩卖。 不过，由于今夏

的西瓜直销摊位还未划定， 城管部门

禁止在此卖瓜。 魏师傅告诉记者，“由

于兰州国际马拉松赛即将到来， 城管

查得很严，29 日早上 11 时就有执法

车在路口蹲守， 一直停到晚上 7时多

才走。 ”尽管他的瓜一斤只卖 2.5元，但

生意仍很冷清，“这一车瓜拉来 5天了，

还没卖出 10个，主要是城管不让卖。 ”

在麦积山路兰海商贸城附近，来

自皋兰忠和镇的瓜农小刘等人也不

时遇到城管“清场”。记者看到，这里的

四五辆瓜车都罩上了篷布， 瓜农们或

在车内睡觉或聚在一起闲聊。“现在是

睡觉时间。”与小刘同村的瓜农刘盛凯

告诉记者，一天中也就中午、下午市民

下班高峰期卖得比较好， 其他时间一

般都把西瓜包起来，“一是买瓜的人

少，另外城管来了也方便躲藏。 ”

在焦家湾社区综合市场门口的

嘉峪关南路东侧，十几辆皋兰瓜农的

小货车、三轮车一字排开，翠绿的西

瓜、金灿灿的“丰田一号”甜瓜吸引了

不少市民光顾。“来了， 来了， 赶紧

走。 ”当日上午 11 时，皋兰什川镇的

瓜农魏师傅正在给顾客称自产的甜

瓜，这时一辆焦家湾城管执法中队的

执法车远远驶来，一旁眼尖的同乡看

到后立即发出了“警戒信号”。他们把

装甜瓜的筐子搬上车， 锁好车厢，跳

进驾驶室发动引擎……不到两分钟

的时间， 这些瓜农收拾停当驾车离

开， 城管执法人员无奈地驾车离开。

“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 这些瓜农看

见执法车一来马上驾车离开，我们一

离开他们就又返回来。 ”一位城管执

法人员无奈地说。 果如其所说，不到

20 分钟，随着执法车远去，十几辆卖

瓜车又陆续回到原地。“我们天天都

这样‘打游击’。 ”瓜农魏师傅开玩笑

地说。 不过也有不走运的时候，瓜农

杨师傅的小货车就被没收过一次，交

完罚款后才把车要了回来。

当日下午 4 时许， 在定西路三

支路上，团结新村城管执法中队的两

名执法人员正在“清场”。“上面有规

定，三支路今年不让摆摊。”面对执法

人员的文明执法，两名瓜农只好缓缓

将瓜车开走。 一名执法人员告诉记

者， 随着兰州国际马拉松赛日益临

近， 市容整治进入集中攻坚阶段，这

让他们的工作强度变大，特别是占道

卖瓜的瓜农更让其头疼不已。“城关

区数字城管中心的探头 24 小时在

各个路口监控，一看到有卖瓜车马上

打电话要求清理， 我们就得立刻出

动。”然而面对去而复来的瓜农，这位

执法队员坦言效果并不理想，“现在

进城卖瓜的瓜农太多，而且天天‘打

游击’， 这样简单的驱赶根本无法杜

绝。 ”

“这个小区的超市卖的瓜果虽

然新鲜、品类也够齐全，但是价格

比外面贵很多， 有时东西多提不

动，少买点还行，但夏天西瓜是消

耗最快的水果，买个一两百斤的又

太贵了，小区附近一直就没有既便

宜又方便的西瓜直销点。 ”家住北

面滩某小区的刘女士对记者说。采

访中记者注意到，不只刘女士所居

住的小区，不少新建成的高档小区

都存在此类问题：虽然小区内设有

规模较大的自选超市，但不少商品

相较普通市场内的价格都贵出许

多。 以瓜果为例，记者在刘女士所

居住小区内的超市看到，普通水果

摊目前卖到一斤三元左右的西瓜，

在这竟卖到一斤五元。在记者采访

的半小时内，冷清的水果货架前只

有两人在挑选后称了一些水果。

“天气这么热，孩子吵着要吃西瓜，

只能先少买点， 一方面太贵了，另

一方面从外面买的我也提不动

啊。 ”刚挑选完西瓜的小区住户李

先生告诉记者。

同李先生一样， 在采访中

不少居民也呼吁城管部门根据瓜

果上市时间提前划分瓜果免费直

销摊位。 5 月 30 日，家住城关区

的张先生通过本报热线 96555 反

映， 闵家桥 56 中旁边有一块空

地，街道刚搭建了简易房，还没有

投入使用， 非常适合将此处作为

瓜果直销点。 家住大砂坪的市民

魏先生也通过本报热线反映称，大

砂坪亚太小区南门附近往年一直

设有瓜果直销点，但今年城管执法

队每天下午开始整治环境，魏先生

表示， 这里作为直销点非常适合，

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落实。

记者注意到， 目前兰州有许多

新建小区由于位置相对较偏远，附

近鲜有大型的农贸市场， 且小区门

口四周一般都不允许摆摊设点，一

方面是出于对小区周边环境的考

虑， 另一方面也是对小区治安的挑

战。 记者在雁滩一处新建小区的安

保处了解到， 商贩的聚集会大大增

加附近环卫人员的工作量， 平日如

果有私自摆摊设点的商贩， 小区保

安一般都要在第一时间驱逐。同时，

商贩聚集使得小区周边人员流动

大，不利于小区内部的安保工作。

“这样治安是好很多，但对业

主来说却并不方便，如果能像有些

社区一样有划分的瓜果免费直销

摊位，便民的同时也惠及了瓜农。 ”

该小区一位业主苏先生呼吁说，兰

州目前有很多新建小区位于城区

边缘，蔬菜瓜果市场等配套设施还

不齐全， 在不影响交通和市容环境

的情况下， 政府完全可以在这些小

区周边设置瓜果蔬菜直销摊点方

便市民。 本报记者 师向东 马星

筵简单驱赶 执法人员坦言很难管理

筵躲避城管 瓜农“打游击”生意冷清

筵市民呼吁“兰州瓜果地图”提前出炉

筵偏远小区 居民期盼设定瓜果直销点

眼下，在兰州诸多小区周围都能见到开着小货车、三轮车前来卖瓜

的郊县瓜农。 然而，由于城管部门尚未划定地产瓜果直销摊点，自产自

销的瓜农们不得不与前来“清场”的城管执法人员周旋。 而面对数量庞

大、流动性极强的瓜农，城管执法人员徒唤奈何。 这种现状导致的结果，

则是广大市民很难就近买到便宜新鲜的西瓜。 面对瓜农卖瓜难、市民买

瓜难、城管执法难这三难局面，不少瓜农和市民呼吁城管部门今年能提

前制定出兰州的“瓜果直销地图”。 本报将继续开通热线

96555，请广大市民及社会各界就瓜果直销点如何设、设在哪？

如何绘制兰州的“瓜果直销地图”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

在嘉峪关南路，什川瓜农的自产甜瓜受到市民欢迎。 本报记者 师向东 马星 摄

不见瓜果地图 卖瓜者管理者皆喊难

市民瓜农呼吁提早划定直销点 本报热线 96555继续开通等您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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