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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新

街镇

生存空间越来越窄 集市规模逐渐变小

660000年年孙孙村村大大集集走走到到十十字字路路口口

菜贩：赶次集能卖4000多块的菜
“便宜了，便宜了，韭菜8毛一

斤，早上刚割的韭菜。”菜商弓建
军高声地叫卖着，沾着雨水、带着
泥土的韭菜不一会儿就吸引了大
批赶集人。据了解，弓建军卖的菜
都是自己种的，每逢大集，他都要
早晨5点下地收菜，7点左右来到集
市上卖。“我来得算是比较晚的，
早上5点大集上就有摆摊子的了。”
弓建军说，由于蔬菜新鲜，价钱便
宜，许多附近村民都专门到他的
摊上来买菜。11点半左右，弓建军
的一车菜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据了解，弓建军在董家镇承
包了40亩地，他雇了几个工人，除
了韭菜以外，还种着洋葱、茄子、
大蒜等蔬菜。有些城里人会组团

来到他的菜地里亲自收菜，“城里
人买的就是这个感觉。”

而来自高新区卢家寨村的菜
商卢师傅也是大集的受益者。“我
一个集市就能卖出4000块钱的菜，
现在老百姓手里不缺钱了，只要菜
好，不愁卖。”卢师傅自豪地说，由
于生意好，卢师傅运菜的工具也从
最初的人力三轮车变成了货车。

除了村民个人买菜外，卢师
傅的菜还卖进了孙村产业园区的
工厂里。据卢师傅讲，厂子里的人
一般不会到大集上来买菜，他们
都是打电话让卢师傅直接送去，

“前段时间，青啤的人还来买我的
菜，有时候我也给小区的肉菜店
供菜。”

历史：孙村大集已有600多年历史
据《孙村村志》记载，赶大集从

明朝初年就已经在孙村流行起来，
距今已有600多年。“因其处在交通
要道，是南部山区干鲜果品、北部
平原粮食、蔬菜的绝佳集散地和交
流地。至清末民初，孙村集已成为
西至济南，东至章丘，南至泰山，北
至黄河屈指可数的大集。”

孙村大集对孙村的街道命名也
产生了深刻影响，村志中记载，经过
大集的多年积淀，村中街巷多以集
市摊位类型定名，如新、老菜市街，
麻市街，盐店街，蒜市街，穷人市街。
市面多以交易物品定名，如猪市、鸡
蛋市、牲口市，交易各种小型生产、

生活用具的市面叫做“乱场子市”。
600多年来，孙村大集经历过

繁华，也有过萧条，但从未间断过。
据老一辈人讲，日伪时期，因村内
有日伪军据点，孙村大集“曾三次
易址村北沟、巨野河滩设集市”，在
上世纪60至70年代，市集贸易被视
为投机倒把，集市冷清；改革开放
之后，“孙村集规模扩大，摊位增加
数倍，商品繁多，5天一集已经满足
不了广大群众的消费需求，为了方
便群众，于1996年11月18日正式设
立孙村三、八(农历逢三、八)集，并
举行了物资交流大会，从此孙村集
成为5天两集。

未来：

农村大集走向何方
自从旧村改造之后，道路进行

了新的规划和命名，如今的孙村大
集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集市主要
集中在孙村镇小康路、府东路、商贸
路，其中商贸路以南的府东路南段
主要卖衣服，府东路以西的小康路
西段主要销售禽蛋、冻货类，商贸路
主要集中的是蔬菜、水果和小吃摊。

除此之外，孙村大集的规模正
在逐渐变小。9日，记者在孙村大集
上看到，赶集的以中老年人居多，年
轻人较少。附近村民介绍，旧村改造
之后，附近十多个村的村民都统一
住到了安置区，安置区里有商业门
头房，有超市和各类肉菜店，买菜买
日常用品不再麻烦，随时用随时买，

“喜欢凑热闹的就出来，不爱凑热闹
的在自家楼下买点就行了。”

城市化进程下，孙村大集的生
存空间越来越窄，因物流不畅时代
而形成的孙村大集会走向消亡吗？
村民刘世友老人讲，尽管在孙村商
业街上也有商铺、超市、服装店等便
利的商业场所，但他还是喜欢来大
集上凑热闹，已经习惯了，“现在的
孙村大集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交
易市场，更多的是一种乡土文化。”

村民：家门口的“大商场”
“黄瓜，新摘的黄瓜，还有新鲜

的芹菜……”9日上午8点钟，孙村
大集上已经是人来人往，菜农和商
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来赶集的村
民们大包小裹，这摊看看那摊瞧
瞧，不时与商家大声地讨价还价。

“这是给孙子买的玩具，这是
给老头子买的衣服，这是给儿媳妇
买的床单，这床单要20块，我15块
钱就买回来了。”一大早出来赶集
的李玉芬已经收获了不少，只要没
有别的事情，每逢孙村大集她都会
来赶集，“我就住在孙村小区，离这
里不远，出门过一条马路就到了。”
说着，李玉芬又朝着卖月饼的摊子
走去。

据了解，每逢农历五、十，孙村
都会赶大集。集市上物品丰富，蔬
菜水果、水产海鲜、鸡鸭鱼肉、禽蛋
山货、衣帽鞋袜，锅碗瓢盆，只要是
老百姓家里的日常所需，在大集上
都能找到。因为大集上蔬菜新鲜，
不少是产自周边村民自家地里，价
格便宜又新鲜，吸引了十里八乡的
乡亲们前来赶集。

来这里赶集的有不少是孙村
小区的村民。自从几年前这里的村
庄实行旧村改造后，附近十多个村
子的村民都集中住进了安置区孙
村小区里的楼房里。小区离孙村大
集不远，成了村民们家门口的“大
商场”。

果蔬禽蛋、水产海鲜，
锅碗瓢盆、鞋帽衣袜……9
月9日，农历八月初五，又
是孙村赶大集的日子，十
里八乡的菜农和商贩们都
会会集于此，附近的不少
乡亲们也会来此采购日用
所需，凑凑热闹，600多年
来，赶大集已经成为当地
村民的一种习惯。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
进，孙村撤镇划成街道办
已有3年，旧村改造后，十
多个村子的村民都住进了
安置小区。安置小区里有
超市和肉菜店，通过赶大
集来采购日用所需已经不
再是唯一方式，孙村大集
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窄。
也有村民表示，现在的孙
村大集已经不再是一个纯
粹的交易市场，更多的是
一种乡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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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集上买菜，既新鲜又便宜。

不少老年人赶集，图的就是凑热闹。

大集上出售的不少蔬菜都是刚采摘下来的。

大集上的商品琳琅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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