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第 47 期

泰安老地标系列之二

厚重泰安

2011年 6月 2日 星期四 编辑：侯海燕 组版：王月

C10 今日泰山

在泰城，一提起百货大楼几乎无人不知，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很多人心中，它还是泰安一
座响当当的老地标。百货大楼曾经是泰安的标志性建筑，也是计划经济的符号。泰安市百货大楼在
经历了几十年的辉煌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给几代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5 月 29 日，
记者来到泰安市百货大楼原址，力图还原这段不被遗忘的历史。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随着市
场经济的不断开放，越来越多的
大型商场开始抢占泰安。外来的
大型商场在管理模式、服务理念
等方面都优于已经走向没落的
百货大楼，这让百货大楼开始濒
临关门的境地。“记得2004 年，我
还去百货大楼买过衣服，不过那
时的百货大楼只有很少的几个
柜台还在艰难地维持生存。”在
泰安工作的王女士回忆说，等到
2005 年再去看时，百货大楼已经
关门了，只是偶尔在国家法定节
假日，能看到商家在已经败落的
百货大楼门前搞一些促销活动。

2008 年，静静矗立在泰城繁
华街道的百货大楼又一次开始
进入泰城市民的视线。百货大楼
四周被围上了防护网并架起了
脚手架，每天从里面传出丁丁当
当装修的声音，几个月之后，原
百货大楼由 9 层增高到11 层，这
些变化开始让泰城市民不断猜
测：这里会发生什么质的变化？

原来，正是看中百货大楼所
处位置的商机，2008 年，南京一
家公司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竞
得原泰安百货大楼，注册成立泰
安世界之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在 2008 年 10 月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称，要将百货大楼
打造成鲁中南最大电子城。然
而，随着公司对泰安市场的分析
越来越深入，公司的经营地位又
发生了变化，将这里打造成泰城
最大规模的集娱乐、休闲、购物
为一体的大型广场类楼盘。

2009 年，原百货大楼正式
更名为银泰中心，经过公司的招
商运作，已有餐饮、娱乐、影视、
办公等 100 余家单位入驻银泰
中心。

“即使百货大楼现在已经不
存在了，它依然在泰安人心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附近的公交站牌
上依然有‘百货大楼’一站。虽然
已经改名为‘银泰中心’，但人们
还是习惯喊这里为‘老百货大
楼’。”王霜说。

百货大楼“整容”

后全新亮相4 层小楼，全泰城最繁华的地方
5 月 29 日，记者来到位于财源

大街与青年路交汇处的银泰中心大
楼，大楼外立面上富有时代感的装
饰画以及灰白色的墙体让它显得十
分气派。掩映在绿树后的大楼与财
源街上的中百商厦、三源家电等商
家遥相呼应，形成“金街”最为生动
的三座建筑。银泰中心大楼的前身
就是泰安市百货大楼。

提起百货大楼，对于泰安人来
说它不仅仅是一个购物的地方，更
是几代人的集体回忆。40 多岁的市
民张新从小生活在泰城，他的家就

住在百货大楼旁边。回想往事，他对
百货大楼的记忆仍旧停留在里面琳
琅满目的糖果和饼干。

“一开始，百货大楼并不叫百货
大楼，而是叫副食品商场，是一个二
层小楼，就坐落在现在泰安市公安局
的南边，大观街的头上。后来因为修
建东岳大街，这个楼就被拆了。”张新
说，副食品商场最大的特色就是有很
多糖果和饼干，在孩子们眼中，那里
卖的口酥、糖果最多，也是最吸引孩
子的地方。“每次只要花 5 毛钱，就能
买到一大包口酥，营业员右手拿着牛

皮纸把口酥一包，然后左手迅速地从
头上的篮子里拽下一段绳子捆扎起
来，动作很麻利。”张新回忆说，他与
小伙伴通常就趴在柜台旁，眼巴巴地
看着售货员捆扎，因为当时老百姓家
里都还不富裕，每年只买几次糖果和
饼干，所以买东西的情景至今还非常
清晰。

“上世纪70 年代，百货大楼从大
观街搬到了现在的位置，盖起了 4 层
小楼，别看只是一个4 层小楼，但那时
却是全泰安城里最繁华的商场，大家
买啥东西都愿意去那里买。”张新说。

售出泰安第一辆自行车
1971 年前后，总共 4 层的百货

大楼建设完毕开门纳客，在它对面
就是泰安市最早的电影院——— 泰
山剧院。洼子街居民王霜告诉记
者，百货大楼所处的位置在泰城来
说是黄金路段。那时人们的娱乐项
目很少，看电影就成为很多年轻人
的最爱，而看完电影逛一逛百货大
楼就成为很多恋人必不可少的一
项内容。百货大楼也因为货品多、
品质好成为很多人青睐的地方。

“我妈妈是原百货大楼的员
工，那时百货大楼里既卖自行车还
卖缝纫机、毛线等物品。当时还是
计划经济体制，凭票购买，这些东

西在其他地方都不可能买到，泰安
市的第一辆自行车就是从百货大
楼卖出去的。”王霜说，“那时老百
货大楼的货物品种最全，渠道也最
广。我记得我妈妈就曾经到南方进
购过自行车，百货大楼对产品的要
求挺高，不符合要求的，一定进不
了门。”

“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但百货
大楼里的收款方式让我记忆犹新。
那时候还没有网络，货品就按类摆
放，每个收银台固定收取指定的几
个柜台的钱。每次老百姓买完东
西，售货员就把商品单子和钱一块
夹到柜台上方像履带似的一个传

动线上，然后眼看着单子和钱被送
到收银台停下。收银台的工作人员
找好钱，在单子上盖好章，然后再
通过传动线传回柜台，那时觉得这
个设备很先进，也很好玩。”王霜
说。

“那时去百货大楼买东西的人
多，很多时候人家还没上班，门外就
挤满了来买东西的老百姓。不过那
时是计划经济体制，售货员都特别
牛，每次顾客买东西都必须对售货
员笑脸相迎，有时还得等售货员跟
别人拉完家常才给拿东西，要是等
不及催促几声，售货员还会生气。”
在洼子街卖菜的吕女士告诉记者。

重装后，每天可以用人山人海形容
1994 年，经过省政府批准，泰

安市百货大楼更名为山东泰山百
货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泰安商业系
统首家推行的股份制企业，1995 年
1 月，在山东省产权交易所挂牌交
易。同年，公司拆除原有的营业楼进
行重建，百货大楼也由当初的 4 层
改建成了 9 层。1995 年 12 月 28 日，
改建后的百货大楼以全新的姿态出
现，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在泰安
人眼中，百货大楼在丰富了他们物
质生活的同时，更充实了他们的精
神生活，让他们增长了见识。

“1995 年百货大楼重建开张之
后，真是让我们长了见识。首先百

货大楼由四层改建成九层，当时在
泰安，第一高楼的称号非它莫属。
除此之外，里面的设备也可以用相
当先进来形容。那时百货大楼里安
装了楼梯式的电梯，现在看起来已
经不稀奇，但在那个年代，在整个
泰安属于先例。”虽然过去了 20 多
年，但百货大楼重装开业时的场
景，仍然深深地刻在王霜的记忆
中：看着眼前自动上下的“楼梯”，
去逛百货大楼的顾客开始谁也不
敢踏上去，毕竟从来都没见过这样
的稀罕物。不少市民在仔细端量一
番后发现，这“会动的楼梯”好像不
是很恐怖，便有人试着上去。这一

试不要紧，紧接着电梯的每个台阶
上都站满人。由于人太多，电梯被
压得几乎运转不动，发出“吱吱”的
声音。

重装后的百货大楼又迎来发
展的第二个高峰期，生意红火，每
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涌进这里。“真
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每个柜台
结账顾客排起长队，大楼每天晚上
营业到很晚。”王霜回忆说。

然而重装后的百货大楼并没
有风光地走下去。采访中，王霜无
不遗憾地告诉记者，红火了三年之
后，由于自身管理方面出现问题，
百货大楼逐渐走向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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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出泰安第一辆自行车，最早引进自动扶梯

百货大楼：
“洋活”的代名词

本报记者 李虎 王颜 原百货大楼(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