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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

背景下的博弈

□蔡宇丹

一个农村样貌的李村大集，它的去
留，为什么在青岛市引发了如此大的关
注和争议？

100个人眼里有100个李村大集。
爱它的人说，这个百年大集生机勃勃，
想买什么就能买到什么，在这里看热
闹、见世面，是李沧的一大民俗景观，给
老百姓带来了实惠，也给那些小商小贩
们一碗饭吃。

讨厌它的人说，这里假冒伪劣、脏
乱差横行，纯粹是低水平的繁荣，代表
了落后的小农经济和喜欢赶集的老头
老太太的根本利益，拖了李沧区发展的
后腿。

放在城市化背景下聚焦这场争议，
我们看到的是各方利益间的博弈。

城市需要发展，当地政府需要政
绩，开发商需要土地，当地居民需要一
个整洁的环境，有大集情结的老青岛人
需要到这里买针头线脑，那些拖儿带女
的小商小贩需要这里低成本的经营环
境养活一家老小。

本期封面故事，我们聚焦李村大集
的去留及其引发的争议，并客观呈现利
益各方的诉求，只是想给公众和社会留
下一个思辨的空间。

我们看到，在这个牵涉众多利害的
问题上，青岛市李沧区政府在官方网站
上开帖集纳民意。这体现了当地政府部
门开始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来应对公共
舆情，以及在涉及民生问题上决策的谨
慎。

这些争议和碰撞，放在中国飞速发
展的城市化背景上，绝不是孤例。这种
矛盾冲突，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每时每
刻，在中国大地上演。

温家宝今年在接受《时代》周刊采
访时，曾这样总结他的四点政治愿望：
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
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
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有信心。

如何在城市发展与保障民生上寻
求共赢，如何在各方博弈中寻求最佳平
衡点，如何做出利益取舍，这考验执政
者的智慧和眼光。

城城市市大大集集
去去留留之之辩辩
本报记者 张榕博

透过集贸市场办公室的窗户，长达三公里的青岛市李沧区李村大集只能看到不停穿梭的人流。对于
集市的管理者、全国劳模张代成来说，相似的情景他已经历了20多年，大集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人
气，但现在，不一定什么时候，一纸大集解散通知就会贴到办公室门上。

随着2014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一天天推进，以及李沧区因青岛北站、地铁建设而凸现的青岛市内外
交通中心枢纽的“城市客厅”地位，这个从明末发端、沿袭了近300年的李村大集，如今正夹在未来的世园
会园区和青岛的新“城市客厅”中间，处境尴尬。

当地政府给这个李沧区的“文化名片”指出了三条出路：原地升级、异地搬迁、就地解散。
围绕李村大集的去留问题，各方博弈和暗战正在进行。

大集式生活

“我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俺爸
带我去赶集，今年我爸 70 岁，只要有
集，他风雨不误。赶集就是个事儿，一
到时候非去不可。”

11 月 3 日早晨 6 点，农历九月
二十七，在起始于李村河东李桥，并
从向阳路桥一直向西的约三公里河
道上，第一个支起帐篷开门做生意的
小贩等待着天明，以及延续了上百年
逢二逢七开张的李村大集。
“活虾、活蟹子嘞，买点吧”，在这儿

贩海鲜的莒县人丁来英一边低沉地吆
喝，一边将刚刚从沙子口运来的梭子
蟹、虾虎摆在摊儿上。他开玩笑说，早晨
起来练练嗓子，一会儿等大集上人多，
大家都吆喝起来，再练就来不及了。

向阳路桥墩下，一口大黑锅里正
咕嘟咕嘟冒着泡，里面煮着发黄、无
法辨认的食物，锅壁上还贴着几块肥
肉。大锅周围，十几个马扎上已经坐
下了第一批吃早点的几名务工者。
“在这里吃这个刚烤出来的河底

脂渣，就上火烧和白酒，那别提多好
吃了。”来自吉林白城的小伙儿田振
勇递过来冒着热气的火烧和脂渣，非
让记者也暖暖身子。

这时，一辆辆大车从河底另一头
驶来，海阳苹果、胶州大白菜、马家沟
芹菜、章丘大葱，还有附近几个村居
民带来的一土篮萝卜、西红柿，手艺
人带来的编筐、木匣、手写对联、花鸟
虫鱼陆续填满了市场。

前来赶集的人也从四面八方拥
来。整个大集外，被带动起来的李村
商圈每条街巷也已人山人海。

青岛市李沧区文化馆老馆员、年
近 80 岁的张崇纲老人在《李村大集
古今考》一文中这样写道：
“明正统年间，云南移民李氏在

即墨东留村暂作停留后，举家南移，
迁到李村河中游北岸落户，起名‘李
村’。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出版
的《即墨县志》所附即墨县地图上，就
重点标有‘李村集’的地名。一直以
来，李村大集就是山东四大集市之
一，上世纪 90 年代末还被列入青岛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一百多年前，李村大集被德殖

民，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村大集周边
又成为日军碉堡的‘卡子门’。1949
年6月2日黎明，李村大集迎来了中
国人民解放军一支从东线进攻青岛
市区的攻城部队……”
“我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俺爸

带我去赶集，今年我爸 70 岁，只要有
集，他风雨不误。俺奶奶今年 97 岁，
小脚，前几年只要她还能动弹，就一
定去赶集。这几年不能动弹了，还要
我常去给她买烤烟。”住在沧口的个
体户穆宝成年近五十，现在他经常和
儿子一起赶集。虽然超市货也挺全，
但是门对子、席子、大福字这些超市
就没有。大集上的菜都是各地农家自
己种的，干净便宜还好吃。“赶集就是
个事儿，一到时候非去不可。”

今年86岁的张粟棠老人从小就
在李村集附近的东李村生活。她说，
年轻时记忆最深的就是在大集上看
茂腔，“几个人搭个草台唱戏的，弄个
箱子往上面一站，就开唱，没钱捧人
场，有钱就扔几分钱给他。”她说，虽
然现在很少在大集上碰到唱戏的，但
这仍是她平时的一个念想。

(下转B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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