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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 11 时 30 分许，市民

监督团一行人见到了刚外出

开会回来的安阳街道常务副

主任胡汝楷。“安康路正好在

安阳街道，扰民问题时有人反

映，可我们没有执法权，没办

法 呀 。”胡 汝 楷 说 ，无 论 是

12345 市长热线，还是街道办

事处，常常会接到居民有关夜

市的投诉反映，但由于街道没

有执法权，根本无法取缔小摊

贩，也无法作出相关处理。

“我们牵头，联合有关部

门搞联合执法，可夜市凌晨时

分才真正热闹起来，让有关部

门白天上班，晚上再工作到那

么晚怎么吃得消。”胡汝楷也

有忧虑。

“有什么解决方案没有？”

市民监督团更关心夜市扰民

问题如何得到妥善解决。“我

们已经意识到，目前这种形式

的联合执法不是长久之计。”

胡汝楷说，如何从源头入手解

决夜市扰民问题才是关键。

接下来，街道要牵头组织市

监、电力、城建监察、消防等部

门就夜市扰民问题开协调会，

尽快解决居民反应强烈的问

题。

“欢迎新闻媒体和市民监

督。”临走时，胡汝楷如是说。

停车位停车位变成变成摊位摊位摊位从人行道一直摆到马路上摊位从人行道一直摆到马路上

烧烤炒菜烟缭绕 ，人吼车

鸣声嘈杂，摊贩小车道相争

……这是入夏以来，安康路夜

市的真实写照。它的存在，有便

民但更扰民。多年来，周边群众

苦不堪言，虽多处投诉，但一直

无果，各摊位依旧热闹，各摊贩

是忙着数钱笑得合不拢嘴。

在这几次的采访中，甚至

有工作人员明确表示，自己也

住在那一带，安康路夜市这一

顽疾很难解决。而投诉多了，

没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居民也

疲了，摊贩更是毫无顾忌。

这不，上周本报大篇幅刊

登《安康路夜市何时便民不扰

民？》一文后，现仍未见到相关

部门有实质性的动作。前天，

坐不住的市民监督团再次上

门追问结果，可听到最多的是

相关部门有如何如何多的难

处。然而这些言辞的背后，分

明 让 人 感 到 有 推 脱 责 任 之

嫌。联合执法难，不应成为不

作为的借口。

其实，以普通群众的浅见，

安康路夜市存在最大的问题之

一便是占道。城建监察部门也

坦诚，管理占道是他们的工作

范围，当执法力度和强度增强

时，夜市情况会相对好转。犹

记得，2012 年 1 月，随着“安阳

小吃购物一条街”的正式谢幕，

安康路的夜市一度不复存在。

为何当初会有如此力度，

如今又为何死灰复燃？

群众利益无小事，夜市扰

民虽然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但却直接关乎群众的切身利

益。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切实

关注民生，体察民情，倾听呼

声，脚踏实地为群众解决实际

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群众

的信赖和尊敬。

本报讯（记者 黄君君 实

习生 胡城婷）“ 飞 云 江 迎 来

‘大客人’。”昨天，一条我市渔

民捕获“大鱼”的信息在微信

朋友圈热传。记者通过微信

上的两张照片，初步判断地点

是在飞云街道一码头。一张

照片显示，该码头边上停靠了

一艘渔船，一架吊机正在将一

条“大鱼”从渔船上吊出，放到

了岸上的一辆三轮货车上。

另一张照片则显示，四五个人

正在费力地调整车上的“大

鱼”位置，现场还有一些群众

围观。通过与货车的对比，该

条“大鱼”有四五米长。

昨天下午，记者根据微信

来到相距飞云街道客运码头

100 余米的一个小码头，发现

照片中的渔船还停靠在码头

边上。船上的船员告诉记者，

该条“大鱼”是他们于 8 月 4 日

下午在福建某海域跟海上渔

民采购的，重量在 1000 斤左

右，是一条小“鲨鱼”。8 月 5

日 17 时许，他们回港之后，就

将其售卖，目前去向未知。

记者随即向渔政部门了

解，通过照片比对，初步判断

其为鲸鲨，但因没看到实体，

无法确认，只用“貌似鲸鲨”来

形容。“如果确认为鲸鲨，渔民

进行买卖属于违法行为。”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已联

系上渔船老板，还需详细了解

情况。

据悉，鲸鲨又名豆腐鲨，

体延长粗大，是世界上最大型

的鲨鱼，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鲸鲨常年生活于暖温性

大洋海区的中上层，性情温

和，不攻击人，寿命可达 70 年

到100年。

安康路夜市曝光一周后照样扰民，市民监督团追问——

相关部门是管不了，还是不想管？

本报讯（记者 陈瑞建 实习生 潘

捷 通讯员 陈晖 彭楠楠）“弟弟，哥哥

欠你的，下辈子咱还做兄弟！”8月4

日晚，贵州籍的韩先生收到哥哥发

来的一条轻生短信，大吃一惊，立

即打电话跟哥哥联系，不料哥哥的

手机已关机，情急之下报了警。也

就是这条轻生短信，救了他哥哥一

命。

当天 22 时 41 分，南滨派出所

民警冯翔接到求助电话后，立即和

同事赶往现场。在简单询问报警人

后，冯翔排除了其哥哥韩某借酒发

虚假短信的可能性，便扩大了寻找

范围。

“当时天很黑，村里没有路

灯，看不清路，加大了我们寻人的

难度。”冯翔说，幸运的是，在紧

张搜寻过程中，一位在路边散步的

老伯向他们透露了一条重要线索。

该老伯说，他曾在塘头村田边看到

一名一脸颓废、浑身酒气的光头中

年男子，其身边还放着两个白酒空

瓶。老伯问他这么晚为什么不回

家，他也不回答。

听了老伯的描述后，韩先生怀

疑老伯口中的那名“醉汉”应该就

是自己的哥哥。于是，冯翔和同事

根据老伯的指引，果然在塘头村韩

某租住的房子附近的一条河中，看

到了一男子“沉”在河水中，只露

出脖子和脑袋，且人已失去意识。

闻讯赶至的家属，吓得呆在一旁，

手足无措。见此情况，冯翔一边安

排同事在河边接应，一边和另一位

会游泳的同事跳入河中，奋力向韩

某游去。

可能是因为喝入河水的缘故，

韩某的身体显得异常沉重，冯翔和

同事两人抓住韩某的衣服，一人托

举一人拉，将其托出水面后，艰难地

向岸边游去，在岸边同事的接应下，

总算将韩某扶上了岸。

冯翔上岸后，立即运用在警校学

习的专业急救知识，对韩某施行简单

的催吐，随着其将腹中的河水和酒精

呕吐出来后，韩某才渐渐恢复了知

觉，面色也稍微变得正常。

“救人要紧！”浑身湿透的冯翔

立马和同事将韩某抱上警车，火速

送往市人民医院抢救。

“病人救回来了，喝这么多酒

还跳河，还好及时催吐，送来也很

及时，不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经过一番抢救，急诊医生对韩某的

家人说道。

“等他醒了，和他好好谈谈

心，不要再做这样的傻事。有困难

记得找警察。”在病房门口，冯翔

又细心叮嘱韩某的家人。

面对这样一句真挚而暖心的

话，韩某的家人握着冯翔的手一个

劲儿地说着“谢谢”。

据 了 解 ， 现 年 29 岁 的 韩 某 ，

是贵州人，和家人几年前来到南滨

街道，近期由于生意失败，加上和

妻子吵架，一时想不开，才有了轻

生的念头。

生意失败
醉酒投河

一条短信
牵动一群人
成功挽回
轻生男一命

呛鼻的油烟、吵闹的街道、拥挤的交通……距本报曝光安康路夜市扰民问题已过去一周（7月29日10版刊登《安康路夜市
何时便民不扰民》），记者重新走访安康路夜市发现，扰民的景象并没有得到改善，且安阳菜市场门口有一小段路在维修，交通
更加拥堵了。

一周的时间里，相关部门迟迟未发声，是安康路夜市管不了，还是不想管？前天，记者跟随市民监督团相继来到城建监察
大队安阳中队、安阳街道办事处，对话相关负责人。

城建监察大队安阳中队：只能管占道

前天 9 时许，记者首先跟

随市民监督团来到城建监察

大队安阳中队，与中队长徐晓

斌面对面对话。“为什么新闻

媒体都曝光了安康路夜市，咱

们还没有动作？”市民监督团

的问题一针见血。“上周曝光

之后，街道就牵头搞了联合执

法，可有什么作用？”对于安康

路夜市的顽疾问题，徐晓斌也

有不少的话想说。

“一方面，搞夜市经营的

摊贩都有向村里缴纳一定费

用，他们觉得交钱了自然就

可以摆摊；另外一方面，夜

市经营的高利润让小摊贩根

本毫无畏惧。”如今，在该中

队的仓库里，还扣着六七十

辆摊车，塑料凳、桌椅也占

了不少地方。徐晓斌说，“由

于设备成本低，扣了基本不

来领。”

“根据相关规定，我们城

管只管得到占道，经营是归市

监局管，卫生又归卫生局管。”

徐晓斌说，整治安康路夜市必

须要开展联合执法。

“要是一个月连续不断

开展联合执法，摊贩养成习

惯了，也就不摆出来了，为

什么不加大力度？”市民监督

团建议增加联合执法力度和

强度。

“联合执法不是一个部门

的事情，多个部门协调的难度

太大。”徐晓斌说，“去年强度比

较大，一个星期有一两次，今年

到现在才只有五六次。”他也坦

诚，当执法力度和强度增大时，

夜市情况会相对好转。

安阳街道办事处：没有执法权

[微点评] 别把联合执法难，当不作为的借口

我市渔民捕获“大鱼”？
系渔民海上采购，初步判断为“鲸鲨”，买卖行为可能已违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