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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8日，在市人民公园，园林工人正在用高压
水枪冲刷绿植。
　　日前，市园林环卫服务中心人民公园服务所组
织养护人员对园区内的园林植物、园林小品、园区道
路进行全面的喷水冲洗，给绿植“除尘提亮”。同时，
通过人工喷水、滴灌等多种方式，给园区内的各类绿
植浇水，让绿植“喝饱”，茁壮成长，进一步提升了绿
化档次，给市民创造干净整洁的游园环境。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春晖

  近日，经济区开展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泄漏事
故应急演练。这次演练采取“不打招呼、贴近实
战”的方式，模拟一辆运输液氨车辆在向阳路与北
环路交叉口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槽罐内液氨泄漏，
液氨运输车驾驶员和押运员受轻伤。驾驶员拨打
119报警后，经济区相关各部门单位迅速行动、分
工明确、紧密配合，顺利完成处置救援。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石际

“不打招呼”的应急演练

公园绿植“除尘提亮”

你家门口的“小修小补”摊还在吗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摊主年龄较大收入不稳定

生意不如以前好，全靠运气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城区行政街，这条路上有
四处便民小修摊。张先生经营一个修车摊，维修电
动车、自行车等。“我就是城区的，今年六十多
岁，干这行有三十个年头了。”张先生说，现在的生
意不如以前好了，他也是有活就干，没活就歇歇。
　　今年72岁的孙念勋2007年从老家安丘来到潍坊
城区生活，经营一个维修摊点，除了配钥匙，还可
以修自行车、卖锁。记者采访时，正好一名女士来
取配好的钥匙，她是这里的“老客户”。“我就认
准了孙师傅的手艺，他很细心，价格也不贵。”该
女士表示，来这里配钥匙她很放心。
  孙念勋告诉记者，他的顾客基本都是住在附近
的人，好多都是十几年的老客户了，对于经营现
状，他表示“有时候生意好，有的时候就不怎么
样”。“现在收入只有以前的一半，也不稳定，我
和老伴平时的开支全靠我挣，基本能维持正常生
活。”孙念勋说。
  随后，记者来到奎文区早春园北巷，今年69岁的

李宪训在修车摊上忙碌着，因为周边小区多、居民
多，他的生意还不错。记者注意到，短短半小时就
来了七八位顾客。“我和老伴都有退休金，身体也
算健康，子女也孝顺，基本上没什么花钱的地
方。”李宪训表示，他主要是想找点事做，而且这
一行也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有的时候身体不适
或者家中有事，就不会出摊，时间相对自由，“现在
我活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挣二三百元，少的时候只有
十几元，收入全靠当天的运气”。

干习惯了，转行干别的不适应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小修小补”摊的摊主年
龄多在五六十岁，有的甚至超过70岁，他们的收入
也不高，仅能维持日常的生活。那么他们为什么要
一直坚守在这个行业呢？
  今年59岁的徐四和妻子在高新区银枫路与金银
巷交叉口附近经营一个修鞋摊点，他们从1996年就
摆摊修鞋，2015年开始“常驻”此处。“像我们这
些小修摊摊主，首先干的年数都比较长，干习惯
了，其次岁数也大了，让我们转行干别的还真不适
应。”同时，徐四告诉记者，别看小修小补的生意
不起眼，但他觉得他做的事情能帮到别人，“能把
一双鞋修好，我比顾客都开心，只要有人需要，我
和妻子会一直干下去”。
  家住附近金福苑小区的刘女士表示，家里的鞋
开了胶不舍得扔，来修一修才几元钱，修完照样
穿，没有这样的“小修小补”摊点还真不方便。

有关部门多措提供经营便利

  实际上，“小修小补”摊点确实极大方便了市
民。为帮助小修摊主、方便市民生活、留住城市烟
火气，我市城管部门免费给小修摊摊主提供配套设
施，做到了“七个统一”，即：统一编号、统一划
线定位、统一配备遮阳棚(或遮阳伞)、统一配备作
业服装、统一配备分类垃圾桶、统一配备防污地
垫、统一配备休息坐凳；搭建由文明服务志愿者、
城管执法人员、园林环卫工人、街道社区干部等帮
助老、弱、病、残小修摊摊主拆装遮阳棚或遮阳
伞、清扫摊前卫生等帮扶机制。另外，我市还专门
打造了小修服务点的电子地图，市民只需要使用
“潍坊智慧城管”微信小程序，点击“便民服
务”，就能够找到附近的小修摊，非常便利。
　　市民需要，摊主坚持，有关部门多措为摊主提
供经营便利……小修摊就像小草，给点阳光就能生
长，只要给它们留下一点城市空间，它们便可以顽
强地生存下去，带给更多人便利。

遮阳棚“梳妆”换新颜

  3月27日晚，在潍城区东风西街与向阳路交叉
口，环卫工人正在擦拭清理遮阳棚内部的支撑柱、支
撑架。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保洁作业水平，
潍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辖区24处遮阳棚开展清洁
作业专项行动，采取“机械+人工”联合作业的模式，
对辖区内设置的遮阳棚逐一进行检修和冲刷作业，
给市民营造干净、整洁、安全的出行环境。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春晖 通讯员 夏鹏

　　“要让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
规范有序回归百姓生活。”今年2月，商务
部发言人提到“小修小补”的民生需求。
近年来，我市也积极推动社区商业发展，
支持便民生活圈发展。“小修小补”摊点
虽然看上去不起眼，却能给市民生活带来
便利。如今市区“小修小补”摊点的状况
如何？城市是否还能留住便民小修摊？3月
28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马宇琪

孙念勋正在配钥匙。

徐四夫妇为顾客修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