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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业户愿守到最后一天
烟大市场搬迁第一天动静不大，大家都想尽量通知到老客户

□记者 孙芳芳 报道
qlwbsff@vip. 163 .com

本报12月26日讯 26日，存
在了 1 0年的老烟大市场正式开
始搬迁。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业户们并没有急于搬向新市
场。只有部分货物和工具较多的
水产业户提前将海水桶、保温箱
等搬到新市场，其他业户大都打

算等到最后一天撤离。
“接到通知以后就开始收

拾东西了，家伙多，一下子搬不
完，只能一点点往这搬。”2 6日
早上，经营水产的刘大姐正在
新 烟 大 市 场 的 店 铺 内 归 置 东
西，盛海水的大桶、各种保温箱
堆了大半个屋子。

新市场内已经完成了地面
清洁，陆陆续续有搬东西进来

的业户，其中大部分都是经营
水产业户。“今天是第一天搬，
到 2 8号是最后一天，不少业户
都打算最后一天过来。”经营水
产的郭大姐告诉记者，她周围
的几个水产业户也都在收拾东
西，早早地搬了进来。“前两天
就开始收拾了，而且也不大进
货了。”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新市

场，这里仍在照常经营。“大甩
卖啦，菜便宜啦。”一位不打算
继续经营的蔬菜业户在处理剩
下的存货，由于价格便宜，一会
儿的工夫韭菜、土豆、黄瓜、西
红柿就被抢购一空。

“我们打算最后一天再搬，
搬过去以后直接营业就行了。”
经 营 蔬 菜 的 老 宁 仍 在 照 常 经
营，卖菜的间隙还不忘通知老

客户搬迁的事。“这几天只要过
来的客户都要通知到，别等着
哪天突然过来找不到了。”

“菜最怕冻了，提前搬过去
又 没 有 人 过 去 买 ，全 都 放 坏
了。”在采访中不少蔬菜业户都
打算最后一天再搬过去。“2 8号
应该是个高峰期，还有不少老
客户不知道搬迁的事，多待一
天还能多通知通知他们。”

□记者 孙芳芳 报道

本报12月26日讯 “陪伴
老 市 场 将 近 2 0 年 了 ，上 岁 数
了，没办法再跟下去了。”26日
上午，59岁的任淑芬在她的蔬
菜摊位前忙活，干了将近20年
的蔬菜生意，她打算歇业回家
享受生活。

也因此，最后几天的卖菜
生活她格外珍惜，会和每个过
来买菜的客户热情地聊天。

“ 虽 然 累 点 但 是 挺 知 足
的 ，一 下 子 要 离 开 这 个 市 场
了，还真有点舍不得。”任淑芬
告诉记者，她从1994年就开始
在烟台大学麦千车前面的超
市摆摊卖菜，那是老烟大市场
的前身，2 0 0 2年，市场重新规
划，她也跟着搬迁到现在的位
置。

经过10年的风风雨雨，老
烟大市场马上又要搬迁了，然
而这次任淑芬不再打算跟着
搬了，准备“退休”回家享福。

“老市场关闭了，我也干
不动了，该退休了。”任淑芬告
诉记者，她今年 5 9岁，丈夫比
他大一岁，两人做蔬菜生意也
有近20年的时间了。

“ 儿 子 都 已 经 结 婚 生 孩
子，小孙女也 5岁了。”说起自
己 的 家 庭 ，任 淑 芬 一 脸 的 幸
福。在任淑芬看来，一家人的
幸福和他们在烟大市场的打
拼密不可分，所以对烟大市场
格外有感情。

跟随烟大市场一路走来，
任淑芬也见证了市场的成长
和环境的改善。“最早的时候
就是路边摊，规模小而且风吹
日晒的，遭罪。2 0 0 2年搬迁以
后环境好了不少，我们有了自
己的固定摊位，慢慢地也有了
老客户。”任淑芬回忆说，经过
10年的风吹日晒，老市场也日
渐跟不上形势发展了。“老市
场 毕 竟 1 0 年 了 ，顶 棚 也 老 化
了，有时候外面下大雪，里面
下小雪。还有路面也不行了，
下雪天一走一滑的。”

“ 前 两 天 也 去 新 市 场 看
了，蔬菜区、水产区、肉食区分
得清清楚楚，干净敞亮。”提起
新市场的环境，任淑芬直竖大
拇指，“反正是比现在的市场
上了个新台阶，以后可以舒舒
服服卖菜了。”

不能继续跟随烟大市场
的脚步，任淑芬有些失落。可
是转眼想到“退休”后的幸福
生活，她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和老头子忙活了 2 0年，
也该歇歇了，让年轻人干吧。”
任淑芬说，她打算和老伴好好
享受下晚年生活，实在闲不住
的话就到家门口附近的菜市
场摆摆摊。

格人物特写

她陪伴烟大市场近20年

打算和老市场

一起“退休"

□记者 孙芳芳 报道

本报12月26日讯 离开生活工
作了10年的老烟大市场，搬入新市
场是什么感觉？26日上午，老烟大市
场的业户们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虽
然不舍得，但也很期待。

四周用塑料纸密密实实地包了
一大圈，棚子里面还生着火炉子，老
业户于合菊的蔬菜摊包裹得格外严
实。

“一到下雪天，市场上格外冷，
通风处的摊位更是坐不住人，业户
们在这里一待一天全身上下都冻透
了。”实在是冻得不得了，于合菊和
老伴便想出了这个办法，塑料纸将
摊子蒙起来，里面再生上炉子，一走

进这个独特的蔬菜摊，能感觉到一
股暖意。

“大多时候烧木头，也有时候烧
煤。”经过包裹后的棚子虽然暖和了
不少，但是也会有不少灰烬飘到空
中。走到于合菊的蔬菜棚子外面，也
会有顾客抱怨。“没办法，实在是太
冷了，生上炉子能暖和些。”

在老市场内记者看到，不少摊
位里都生着一个小炉子，业户们趁
忙活的空隙赶紧把手凑近暖和暖
和，还有的业户往身上贴暖宝宝。

“新市场环境挺好的，不会像
这边这样四处透风。”硬件环境上
去了，各项配备也很齐全，业户们
希望在新市场能舒舒服服做买
卖。

格期待

冬天不用再生小火炉

任淑芬正在她的蔬菜摊位前忙活，再卖这几天
菜，她就“退休”了。 记者 李泊静 摄

一些水产品的摊主已经提前将一部分东西搬到了
新家。 记者 李泊静 摄

因为要搬家，郭阿姨几天都没有进货了，卖完了
货，她就忙着收拾箱子，趁着人少的时候先搬一部分过
去。 记者 李泊静 摄

格担忧

怕几家共用一个台子不够用

□记者 孙芳芳 报道

本报12月26日讯 即将搬入
新市场，老业户们既有期待和喜
悦，也有紧张和忐忑。

现在的老市场，每家各有一
个摊点。而搬入新市场，可能需要
两三家甚至四家共享一个台子。
地方小了，可是每家的货物都不
少，会不会因此产生纠纷呢，不少
业户心里打起了鼓。

“像我这个摊位吧，前面台子
上摆上十几样菜，后面一面墙十
几二十个箱子里也全是菜，到了
新市场肯定放不下。”经营蔬菜的
老于告诉记者，她和另外两家经
营蔬菜的业户一起分了一个蔬菜
台子，她家一共分得了4米多点。

“新市场的台子都是四方形
围起来的，一家一面，货物都得往
里面放，难免有个磕磕碰碰。”老
于告诉记者，经营蔬菜必须得品

种多，客户要什么你就得有什么，
而现在摊位小了不少，让他有些
为难了。“整个台子的大小跟我自
己在老市场的摊位大小差不多，
现在一个台子却要好几家分，不
知道这么多货物怎么放了。”

“我们水产这边东西也不少，
光这些桶啊、箱子啊都摆得满满
当当的了。”2 6日上午，一个水产
台子的两家业户已经搬了进来。
两个盛海水的大桶，二十几个箱
子把台子里面的占得满满当当。
业户告诉记者，他也正在和邻摊
的业户商量着把他们用不着的东
西往外清清。

“地方就这么大，几家人共
用，只能大家都互相体谅一下。”
以前都是一家一个摊子，现在大
家合用一个台子，老于有些不太
习惯了。“里面的台子都是几家共
用的，只能是各家都把自己的东
西归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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