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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孔令茹 范少伟 见

习记者 周伟佳 潘宇 谢丽聃

太东市场这地儿

曾是一片大河塘

6日上午，古楷园小区的住户

董兴民把茶水端到门前，摇着蒲

扇 ，看 着 太 东 市 场 门 前 游 人 如

织。太东市场马上就要拆迁了，

昨天，老伴在市场里给他买了短

袖衬衫和裤子，质量还不错。当

天，不少亲戚也来了，就为了逛

逛最后的太东市场，淘点质优价

廉的商品。

“我小时候，太东市场是一片

河塘，周围是菜地；冬天，河塘里

的冰厚厚的，就和小朋友们到河

里滑冰，夏天还会一起到河里游

泳，钓鱼……”54岁的董兴民是古

楷园小区的老户居民，聊起对太

东市场记忆，董兴民仿佛打开了

话匣子。

董兴民20岁左右时，河塘变

成了兽医站，当时经常能看到附

近村民牵着马、牛、羊等牲口到

兽医站排队。上世纪8 0年代，刘

庄社区“村”改“社区”，古楷园小

区的平房也变成了楼房，董兴民

从原来的村民变为“市民”，不再

种地，成为儿童乐园的一位工作

人员。

又过了10多年，兽医站变成

济宁市弹簧厂。“那时工人地位特

别高，穿着统一的工装，每到下班

时间，成群结队拿着饭缸到食堂

打饭。”董兴民说，没过几年，弹簧

厂效益不好，后来破产了，这片土

地就变成了太东市场。

“刚开业时，人流量比万达都

多。”董兴民说，当时的客流量用

“人山人海”形容一点也不为过。除

了城区居民，就连李营、接庄等附

近乡镇的村民都会坐车到太东买

东西。

“一晃将近20年，这里变得越

来越繁荣，不过听说这里以后会变

成商业综合体。”董兴民说。

今天门庭若市

当初也曾困顿

一身制服，一年365天，一干

就是18年。42岁的胡忠立是太东

市场的一名保安，在即将告别自

己工作了18年的市场时，他有万

万的不舍。

胡忠立是微山人，20多年前来

到济宁，1999年到太东大市场做保

安，这一干就是18年。从最初寥寥

无几的商户，到现在的门庭若市，

从最初摊位杂乱无章的摆放，到如

今市场秩序井井有条，太东市场的

每一处变化都被胡忠立看在了眼

里，记在了心上。对他来说，太东市

场 不 仅 是 工 作 的 场 所 ，更 像 是

“家”。

“前几年我还帮着阜桥派出所

的民警一起抓小偷嘞，现在治安好

多了，哪还有小偷。”聊起来这经

历，胡忠立神色飞扬。

胡忠立还记得前几年商户

生意不好，交不上房租，太东大

市场通过降低房租改善困难现

状，帮助商户度过难关。“大家都

把太东当做自己的家，有什么事

都是互相照应。”胡忠立说，现在

真 要 分 开 了 ，心 里 还 真 不 是 滋

味。

那时它是一片河塘，如今即将拆迁或变身商业综合体

蝶蝶变变，，太太东东大大市市场场第第44次次新新生生

人气特旺，家长把孩子举过头顶。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陪伴济宁一代人成

长的太东大市场本月底

就要拆迁了。说起它的

离去，古楷园的居民愿

意说它的4次“变身”，市

场老保安愿意说它的困

顿。济宁人的记忆不会

随它的变迁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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