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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集派>>

(上接B01版)

谁能拉李村集一把？

“李村集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脏
乱差的问题一直存在，但这个市场
的人气一直很旺。青岛加快城市化
建设以后，每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都有过争论，但是，没有结论。”

今年 48 岁的青岛市李沧区河
南村人张代成现在是李村大集常
驻业户的“头儿”。他原本是大集上
一家水产店经理，1997 年，张代成
将平时在大集经营的业户“整编”
成现在的滨河路集贸市场常驻业
户后，大家都认他是“管事的”，这
位头衔模糊的“全国文明诚信个体
户”实际充当了李村大集的管理
者。同时，他还经营着水产店。

现在，李村大集上挂着“滨河
路集贸市场会员自律办公室”牌子
的一间简陋屋子就是张代成的办
公室。门上，33 块各级政府授予的
匾额虽然有些褪色，但市级、省级
优秀个体户的字样仍依稀可见。办
公室的一面墙上，挂满了这些年来
张代成获得的荣誉、绶带以及一些
照片。这些照片多是这些年来，他
受各级领导接见的“握手照”或合
影，其中一张他与时任国务院副总
理吴仪握手的照片格外醒目。“这
是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百名优秀
个体户时领导人和我合影。”张代
成说到这里，有些感慨。

张代成现在开着一辆保时捷卡
宴，在郊区还新买了一幢别墅。但在
和记者交谈时，他的情绪并不高。

张代成介绍，上世纪 80 年代，
都是周围村子的农民来李村大集
摆摊。到上世纪 90 年代，这个集市
每年增加七八十户下岗职工。改革
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个体户加入
李村大集。大集从逢二逢七出集，
变成了现在拥有 9 0 0 多户业户、
2000 多口人的常驻市场，2007 年
还被列为李沧区的一张民俗文化
名片。这些年，青岛市搞马路市场
退路进室，一些小商贩没了地盘，
图这里租金便宜，便拥到这里混碗
饭吃。很多河南的、东北的以及省
内临沂、潍坊的，拖儿带女的在这
里做生意，摆个香油摊或是卖杂货
炒货贩个海货什么的，混得好的，
就买房在这里安家了。
“我是咱这摊煎饼果子的，姓

吴，张大哥记得吧？求你帮个忙，我
要办房贷买房啦，银行需要我提供
一个完税证明，给我开一个吧。”记
者与张代成说话时，黑龙江鸡西来
这做小吃生意的吴秀英和她母亲
进了办公室。吴秀英刚在附近花了
47 万元买了一套 60 平方米的房
子，准备靠着大集安家了。
“我懂你说的这个事。但咱这

个市场 3 年后还在不在，现在还不
一定。咱市场能不能给你担保，还
是个事。”张代成这番话一出口，屋
里十几个人一时都没了声音。
“原地升级、异地搬迁、就地解

散，这就是未来政府给李村大集的三
条出路，我们都希望原地升级，但谁
知道最后会是什么样呢？”张代成叹
了一口气，他担心2008年政府一纸取
缔李村大集的公告，会在未来某个时
候悄然贴在他办公室门上。

2008年3月26日，李沧区李村大
集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向李村河
底市场的800余业户和摊主下发了
《致李村大集经营业户的一封信》，
通知上说，“为了确保李村河道畅
通，保障周边居民及业户的生命财
产安全，要求业户5月31日前全部搬
离李村河底。今后除农历逢二、七赶
集外，李村河底将不再设摊，赶集日
摊位日出日清。”

但由于当时全部业户和市民
强烈反对，李沧区政府随后收回了
撤销令。

李沧区工商部门告诉记者，根
据《防洪法》和《河道管理条例》，河
道并不允许设立集贸市场，李村大
集一直无法成为合法正规的市场，
而事故也不可避免。

2007年8月12日晚10时，原本干
涸的李村河道突然洪水肆虐，坐落在
河床上的市场积水深达1米，500多
个百货摊位浸泡在水中，所幸并无人
员伤亡。“那天晚上下雨，不到10分钟
河水暴涨了一米多，我们也不顾货
了，没命地往岸上跑，等跑上岸回头
看，全部家当已经冲没影了。”在大集
经营服装生意的李军谈到三年前的
水灾，仍眼含泪花。

2007年11月和2010年3月，李
村大集的摊位又发生过火灾。记者
沿着河底的摊位一路走过，用简陋
防雨布搭起的摊位一个连着一个，
业户们经营的棉被、服装上就搭着
已经老化的电线。在河道两侧俗称
“水上漂”的门头房下，就是一条臭
水沟，上面的房屋仅用几根水泥柱
支撑着。

2009 年 11 月 24 日，李沧区环
保部门启动李村河流域综合整治
工作，希望解决李村大集段水质污
染问题。环保部门给出的数据是，
李村集周边生活污水、海产品摊位
污水及业户随手丢入河道内的垃
圾每天达到 2000 吨。

不仅是环保问题，青岛市商务
局市场网点处的李处长告诉记者，
从食品质量安全和河道经营安全
角度，李村集都不适合保留。
“李村集是个历史遗留问题，

脏乱差的问题一直存在，但这个市
场的人气一直很旺。现在全市一半
的农贸市场都在进行标准化改造，
因此这个市场具有争议。特别是青
岛加快城市化建设以后，每年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有过争论，但
是，没有结论。”李处长说，在李村
大集的去留问题上，商务局并没有
更好的办法。

李村大集到底能不能留住，张
代成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他指着那
张和吴仪的“握手照”说，他想不
通，国家领导人都能伸出手，和他
这个在“脏乱差”和安全隐患市场
中谋生的个体户握手，为什么有关
部门不能伸出手，拉李村集一把？

在“城市客厅”

和世园会的夹缝中

“如果周围都建好了，那我们
这些业户以后连搬迁的地方可能
都没有了。”莒县商贩丁来英说。

实际上，从上世纪 90 年代至
今，李村集已经经历了政府数次取
缔和搬迁，但每次被驱赶后，业户
们最后又都悄然回到了李村河底，
继续他们的营生。

然而，随着青岛新一轮城市建
设的启动，李村大集上的人们感到
了一种危机感。

2009 年 3 月，青岛规划部门发
布了“环湾保护、拥湾发展”战略，李
沧拥湾片区包括铁路青岛北站、地
铁一期工程等 7 项道路基础设施确
定了施工进度表。2009 年李沧区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总面积达 98 平
方公里，总投资 39 . 1 亿元的李沧区
客运北站将成为青岛内外交通的枢
纽，成为青岛市的“城市客厅”。而李
沧北区约 1000 亩土地将成为胶州
湾东岸核心商务区和半岛知名的游
乐中心和青岛必游地。

2009 年 9 月 15 日，青岛获得
了 2014 年世界园艺博览会（以下
简称世园会）主办权，园区选址李
沧区东部百果山风景区，这里必将
成为新的青岛城市名片。在当地媒
体报道中，为确保世园会成功举
办，李沧区按照“20年不落后”的标
准，提前做好世园会周边区域基础
设施配套建设。围绕世园会的规

划，李村集东侧的黑龙江路已划归
世园会基础设施建设当中，涉及南
庄、河南庄旧村改造项目等。

李沧区的未来图景也吸引了
一批批知名房地产商进驻。目前，
投资 54 亿元的中南·世纪城、投资
60 亿元的伟东·幸福之城和投资
320 亿元的万科、中南、龙湖等地产
项目相继进驻李沧，曾被称为臭水
河的李村河上游，也因为周边地产
商进驻以及世园会召开，于 2010
年 8 月完成治理，河岸两侧还修建
了园林和茶室，成为“溪流潺潺，鱼
翔浅底的魅力蓝带”。

就在李沧区全区都在为高端旅
游、商务、居住区开工建设时，李村大
集对面的河南村也启动了旧村改造。
“如果周围都建好了，那我们

这些业户以后连搬迁的地方可能
都没有了。”莒县商贩丁来英说。

丁来英的话并非危言耸听。青
岛市社科院研究员郭先登认为，李
村集在原址上仍然进行原生态、粗
放式发展已经没有历史机遇，很难
保留。如果李村大集只作为传统的
农贸集市，也是没有“战斗力”的。

李沧区政府工作人员魏立江承
认，李沧区目前开建了新城市客厅
和世园会两个国际化项目，只有围
绕李村大集周边的李村商圈目前在
2 年内仍然都没有规划出台。“最近
又有本地媒体炒作李村大集的去留
问题，这些年区政府一直在想李村
大集的解决方案，但是每次提到搬
迁，业户就会来上访，区政府一直很
头疼。”他说，如果搬迁，现在根据新
的城市规划，政府再也找不出那么
大的地方来安置这个大集；如果就
地解散，也很难安置这么多人，大多
数业户也不愿意搬走。
“李村集这个地角挨着市北、

崂山，是李沧进出市区的要道，房
地产商早就盯上这里了。”紧邻李
村大集的京口路上，福临门房产中
介的张女士说，最近几年青岛的房
地产开发如火如荼，几乎没有什么
地方是不能盖房的。现在河南村拆
迁了，以后这一片老城区都要拆
迁，李村大集如果不搬走，留下来
也很难有发展空间。

张女士说，从她 2003 年开始
干房屋中介，附近百通花园的房子
那时只卖2400元一平方米，而现在
已经涨到了八千五百元。“这次河
南村拆迁，据说每平方米补偿款要
超过万元，房子盖起来以后会卖得
更贵。”张女士说，最近四方、市北
相继有几个楼盘一天内房源就抢
光了，“这么火的楼市，谁会在乎什
么百年大集呢？”

李沧区政协近日向区政府报
送的《敢问路在何方——— 关于李村
大集走向的思考》一文中提到：李
村大集占地约 10 万平方米，客流
量近 10 万人次，进入腊月临近春
节有时接近 20 万人次，平日加集
市年交易额约 9 . 6 亿元。李沧区区
委书记傅明先对这篇文章进行了
批示，表示应动员各方力量，聚众
力研究解决李村大集问题。李沧区
政府也在政府网站上开辟平台，征
求市民对李村大集走向的舆情。
“真希望这次我们能留下来，

把市场升级改造，把向阳路桥和东
李村中间的河道修成大船形，河道
覆盖，上面卖旅游产品，下面还是
卖农贸百货，你说这个想法多好。”
采访结束时，张代成向记者展示他
脑子里未来李村大集的模样。
“李村大集会不会有下一个百

年？”对这个问题，张代成没有搭话。

城城市市大大集集
去去留留之之辩辩

沧口居民穆宝成：城和乡的定
义没有褒贬，青岛人上去四代多数
都是农民，如果瞧不起农民就等于
瞧不起自己的祖宗，李村大集经历
了上百年的历史洗礼都存在下来，
现在却要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我
觉得很可悲！

青岛一市民：一个城区的形
象，不是搬迁或取消一个百年集市
能够说明和解决的。作为一个青岛
人，应该在如何弘扬李村大集文
化，保护李村大集历史方面建言献
策，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抱着偏
执观念不放。李村大集只有你想不
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即使没有买
的，也想赶赶大集，看看热闹，见见
世面——— 很多人是这样。

青岛市社科院城市所副所长
冷静：取消李村大集并不合适。首
先它代表着民俗。自从青岛建市以
前，李村大集就存在，现在取消或
者迁离它，只是对我们祖先的一种

否定。集市是有需求才形成的，周
边的老百姓需要它，而且习惯于此
购物。搬迁或者取缔，违背集市形
成百年来的根基，也不符合市场经
济规律。百余年历史的李村大集这
么多年来一直合理地存在着，为什
么我们现在要定义它的合法非法、
好坏，传统与现代？我们现在定义
它，无非是要给这些文化硬生生扣
上一顶“帽子”，而这些“帽子”就预
示着这个集市未来的结果，脏乱
差——— 取缔它。

我们不要定义李村大集到底
是什么，既然它已经存在，存在就
是需求和合理，我们就要让它变得
更好，遵循它的规律、包装它、发掘
深层次的文化潜力，将来成为青岛
的一张真正的历史文化名片，青岛
可以是国际化大都市、可以是高端
生活区，但这更意味着开放性地包
容。即使退一步讲，政府的规划也
永远比不上百姓的自觉！

代表声音：一个城区的形象，不是搬迁或取消一个百年集市能
够说明和解决的。

拆集派>>

网友 sw32mz：李村集是个什
么集？说百年大集也好，说李沧特色
也罢，保留的主要原因是民俗，但现
在的李村集应当主要是个商贸集。
这就引发第二个问题，选址对吗？在
河道上搞商贸，需要冒着时时发大
水的危险，这就注定不会有人多投
资，注定是临时性行为，哪怕是李村
集再存在一百年！所以，李村集的档
次注定不会提高，注定是假冒伪劣、
低级产品的倾销处！

网友 FLZX705：李村大集如今
已成为岛城市区一处独特的脏乱差
风景，与青岛创建文明城市的目标
格格不入，大集实质是小农经济社

会物质生产力低下的产物。市场经
济的今天，大集只有两条出路，要么
改革，要么消亡。

网友双双：大集这个东西确实是
农村的东西，小农经济社会商业不发
达的产物，一般前面还跟着个词就是
“乡下”。这是客观事实，不是歧视农
村。但是号称要建设“生态”“商都”的
李沧区还留着大集这个东西，实在是
非常可笑。放眼全国，哪个副省级旅
游城市、计划单列市还在市内城区里
面保留农村大集的？青岛李村大集是
独一份吧？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
是好事，那么为什么不大力宣传？向
全国推广？

代表声音：副省级城市要保留农村大集？

拆迁派>>

青岛市社科院研究员郭先登：
对于李村大集，在李沧区现有的周
边交通条件下，李村集在原址上仍
然进行原生态、粗方式发展已经没
有历史机遇，很难保留。李村大集应
该如何兴建才能具有品牌性质呢？
我认为应该先向东迁往张村河，划
出一片集中区域，结合东部的世园
会，再整合崂山、李沧周边其他大
集，发展具有城中带集的现代意义
的农贸产品流通集市贸易。随着李
村河改造，通过引水储水，配合现代
交通，李村大集变成休闲和旅游观
光式的集市，也是可以探讨的。他认

为，城市的社会剩余劳动力和失业
人员不该仅仅以自由松散的农贸集
市作为唯一出路，目前正在发展的
服务业，以及小城镇建设，都给这些
人新的就业空间。

李沧区政协在提交相关提案中
提出设想，利用附近东李、河南南庄、
达翁建材市场拆迁改造和地铁口建
设的特有条件，充分利用地铁区域地
上空间，将大集部分行市迁建其中，
或者化整为零，将传统的农历二、七
河底大集关闭，将原先的一处大集分
解为几个小集，取消低端行市，实现
由传统集市向专业市场转变。

代表声音：迁往张村河或化整为零

格声音

那些生活在河底的人们
文/本报记者 张榕博 片/本报记者 张晓鹏

除了逢二逢七的李村大集，在李村河这段河道
上，还有 900 多户常年在此落脚的商贩。有人戏称这
是小李村集，附近居民则称他们是河底市场的贩子
们。

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一百多个摊位，到现在架满
河底、河岸的大棚，越来越多的他们成了李村大集现
在的守望者。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中每一个人的名字。
每年汛期来临时，他们是一群随时准备因洪水到来而
撤离的人们；在政府的通告中，他们是随时准备因市
场不合规范就地解散的人们；在市场管理者眼中，他
们是一群从四面八方游走于此谋生的“东北帮”、“临
沂帮”……以及本地人。

而他们在自己心中是谁呢？幸福也许在别处，但
生活还要在河底继续。

5 元钱生活圈

“5 元钱能在超市买什么？一个汉堡，一个煎饼果
子，还是一块香皂？但在我们大集，5 元钱能吃带两块
排骨肉的排骨米饭，一碗三鲜馄饨加两个火烧、一笼
南京小笼包，或者买 3 双袜子、一件男士背心。”

11月4日下午，李村河向阳路桥旁下的河道，一个
用几种颜色的防雨布搭起的棚子，下面摆放着各种型
号的“古董”电视机和天线。里面的摊位上，一个围着
黄头巾，辨不清年龄的女人在看着两个孩子，一条狗
趴在不远的地方。

这就是临沂人庄丽的小摊。
“我们这里收电视，也卖电视。”庄丽今年刚刚三

十出头。在她的摊位上，一款“Hisensewa”牌的电视格
外醒目，“零件是从海信上拆下来的，电视都是拼装
货，连海信的牌子都拆下来了，后面索性再加个WA，
也算咱们不侵权。呵呵。”

从开始时与丈夫一起走街串巷回收旧家电，在大
连路旧货市场摆摊，到河西旧货市场，再到这里卖二
手家电，庄丽在青岛打拼已经第六个年头了。

就在这个一米来高的摊位前，庄丽一对上小学的
儿女正站着写作业。一个上一年级、一个上二年级。对
他们来说，这个“书桌”太高了，两个孩子只能露出脑
袋和两双小手。傍晚，河底起了风，两个孩子一边按着
本子，一边做作业，身子紧紧地贴在一起。

庄丽说，两个孩子中，小的出生在青岛。这么多年
两个孩子就跟着她一起在这里看摊，这样每天看着孩
子她很安心。虽然两个孩子没有去过幼儿园，学前班，
但学习并不差，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在90多分。到了晚
上，她就收摊带着孩子回到附近10平方米的出租屋
里，生炉子做饭，等出去收旧家电的丈夫回来。

150元一个15英寸的拼装电视，甚至还有11英寸
的黑白电视机。在庄丽的摊位上，这个价位的电视机
卖得最多。“这些电视都能看，来这里买货的平时就是
些打工的，没什么钱。”庄丽说。

150元一件商品，整个市场中，庄丽算是做的大宗
生意了。就在庄丽摆摊不远处的一个被服衣帽摊上，
摊主李军笑着比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5元钱能在超市买什么？一个汉堡，一个煎饼果

子，还是一块香皂？但在我们大集，5 元钱能吃带两块
排骨肉的排骨米饭，一碗三鲜馄饨加两个火烧、一笼
南京小笼包、5个山东肉馅大包或者买3双袜子、一件
男士背心或者一段白铁烟囱。”李军说，李村集就像小
社会，大集以东卖旧货、衣被，摆摊的大都来自河南、
东北和沂蒙地区；大集以西基本是本地人，卖些农副
产品，还有田间地头用的农具。因为东西便宜，市场上
的业户平时吃穿都在市场上购买。

在李村这个城乡接合部，这个大集还给更多的打
工者提供廉价商品。李军说，5 元钱能买来许多生活
用品，好好地吃一顿，如果是10元钱，一天都能管饱。
而5元钱两双的“耐克”、“彪马”袜子，虽然牌子是假冒
的，但保证“假冒不伪劣”。说到这里，他自己也笑了。

临近傍晚，在向阳路桥洞下面，几名附近工地的
工人正在小马扎上坐着，吃着 3 . 5 元一碗的羊肉汤就
火烧。而在桥上不远的古镇路上，5元至12元不等排骨
米饭、馄饨、泰山火烧、潍坊肉夹馍、东北烤苞米应有
尽有。

这条路的尽头，几名衣着时尚的青年男女正推开
肯德基的玻璃门，走下台阶。

对于菏泽来青打工的工地瓦匠小胡来说，今天吃
脂渣和白酒是工友请客，桥上古镇路的食品对他来说
就已经是上了一个档次。至于肯德基，他连想都没有
想过。

京口路福临门房产中介张女士说，这里房屋出租
生意最不好做，几乎每个租户都是合租房，一个套二
厅70多平方米的房子能住下11个人，平均一个人只摊
100 多元房租。这些房子大都租给周围美发店、小吃
店的打工仔，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李村河岸上方
的“水上漂”门头房里，二三十元一晚的旅馆有好几
家。其中一家旅馆的老板卢先生说，虽然现在物价涨
得很厉害，但是 100 块钱在李村集附近还是很扛花
的，吃、住、用都便宜，甚至花 5 块钱雇一个黑摩的都
比打出租车省几块钱。

这样的黑摩的司机一群群地出现在大集每个上

桥口，他们戴着头盔，看不见面容，唯一露出的，只有
一双随时张望四周，警戒着城管，同时又寻找着客户
的眼睛。

前赴后继的河底人家

孙大娘说，自从20多年前自家村子被划成城市用
地，自己没了耕地，就一直在大集上摆摊，“只要政府
不取缔，咱继续在这个大集有个能糊口的饭碗，咱就
争取不给国家添麻烦。”

穿过向阳路桥一直向西，一片叮叮当当的敲击声
响彻整个河道。河北村村民孙大娘此时正用力掰开一
块白铁皮，旁边一个男人照着铁皮弯曲的地方下了重
锤，顿时铁皮平直了很多。在孙大娘周围，白铁水壶、白
铁浴盆、铸铁钩子、铁皮烟囱摆了一地。再远的地方，二
十几个这样摊位的主人们也在干着同样的劳动。
“咱祖上三代就是铁匠，一直靠这个营生。现在身

子也不行了，我直不起腰来，只能这么窝着，每天就和
俺家对象在这里挣点钱。”孙大娘说，自从 20 多年前
自家村子被划成城市用地，自己没了耕地，就一直在
大集上摆摊，“只要政府不取缔，咱继续在这个大集有
个能糊口的饭碗，咱就争取不给国家添麻烦。”

在滨河路集贸市场会员自律办公室，市场管理者
张代成说，李村集上并没有什么能人、知识分子，充其
量就是各处来此的游商浮贩。“起初那批人是在大集
上‘掘金’，现在大伙是在这里谋生，每天都有这样的
人来找我，希望在大集落脚的。”

1985年，河南、南庄、河北等李村集周边的村庄土
地纷纷划入城市，越来越多的庄稼户在李村河底摆起
了摊位，当年23岁的张代成也加入了其中。“那时候到
河底摆摊，人们看这些人那是不务正业，但是我就是
想干个体，没想到自己日后能发财。”张代成说，当时
自己一辆自行车，跑到沙子口买海鲜，再到李村集上
贩，一个月收入100多元，比当时职工每月30元的收入
高了很多。到了上世纪90年代，河底市场保持了200户
以上的常驻业户，那时工人每月能挣100元，这里的商
贩一天就能挣100元。当时跟张代成一起骑着自行车
去沙子口买海鲜的几十个哥们先后换了摩托车、小汽
车，河底市场冒出第一批万元户。

从2000年开始，与张代成曾经一起打拼过的老业
户们逐渐淡出了河底市场，他们自己买了门头房，有
些去了市里，有些还在附近做大自己的买卖。“前人有
钱了退出，后人再补进来。”张代成说，当初70户20年
以上的老业户，现在只剩下20户不到，但整个市场却
发展到了900多户摊位。“那时正赶上国企改制，我一
年能接收七八十个下岗职工，后来全市又搞市场退路
进市，一些没钱买室内摊位的人就来我这里了，现在
社会失业和以前的下岗职工，还有周边几个村庄没有
营生的人占了整个市场的七成。”

临沂莒县来青岛的丁来英说，从1995年到2000
年，他一直在四方区人民路卖水产，2000年青岛市
开展退路进市工程，没钱买摊位的他四处“游击”了
4年。“2004年我到了这个河底市场，终于稳定下来。
孩子、老人现在都在这里。虽然在这里挣不了几个
钱，但仍然能勉强贴补家用，比在老家地里干活要宽
裕些。

下一站在哪儿？

“水退不下去就投奔亲戚，或者去城阳打工啥的，
总之这不行了再去别的地儿。反正到哪儿都是打工，
也没啥可留恋的。”

河道行洪、李村河治污、城市化发展，市场“农改
超”，张代成说，随便找一个理由，这个市场就可能办
不下去了。人们常形容李村大集是人潮涌动，在张代
成看来，人潮的游离只比河道中水的游离稍微缓慢
一些。

庄丽告诉记者，2007年那场突如其来的大洪水
至今仍让她记忆犹新，几万元的家当瞬间成了泡影，
而从那时起，随时撤离大集就挂在了她的心上。“你
看到那个桥洞下面挂的牌子了吗？写着‘泄洪通道，
及时撤离’。”庄丽说，自从洪水来了以后，家里的一
台微面就一直停在桥上，一旦洪水来了，她就抱起周
围的电视往上面跑，等水退了再回来。
“如果以后水退不下去了呢？”庄丽再没有回答记

者的问题。
“水退不下去就投奔亲戚，或者去城阳打工啥

的，总之这不行了再去别的地儿。”今年22岁的黑龙
江佳木斯小伙王晋剃着一个光头，戴着花几块钱从
市场买来的墨镜。对于记者的问题，他丝毫没有犹
豫。他说，李村集这边老乡多，物价也便宜，所以就过
来打打零工。此前他在烟台、威海、济南、东营都呆
过，但每个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继续寻找
下一站。“不是有一首歌叫《下一站天后》吗，反正到
哪儿都是打工，也没啥可留恋的。”

80后、70后、60后，也有50后、40后，在李村大集的
900多户业户中，每个年龄段都可能与大集有一段交
集，要么不舍，要么随遇而安。

制图：本报记者 盛文静

生 活 在
李 村 大 集 的
小 贩 和 孩 子
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