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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货出货摆摊，坐等顾客上门光顾，20年前的经营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随着中心城区林立的高楼越来越多，各种设施日益齐全、经营面积更宽阔
的批发城后来居上，城隍庙市场仍以最原汁原味的方式存在，成为中心城
区人流货流最为密集的商贸市场。

从被拆迁的消息包围，到附近的国际商贸城经营变局，再到如今高楼
夹击下的淡然守望。拆迁还是搬走？城隍庙的商铺经营者该何去何从？

闹市难舍城隍庙
本报记者 王金强

赤膊上阵搬货运货，闲
暇时在简易的电扇下坐等顾
客，40多岁的陈春海已经在
这里坚守了17年，喧闹、嘈
杂的人流中，他迎来送走每
一位哪怕只需要买根鱼线
的顾客。

1997年，浙江海宁人陈
春海下海经商。将老家生产
出来的小商品倒腾出来卖，
让至今家中还种有三亩地的
陈春海尝到了甜头。

距德州火车站3 0 0米，
车程只有两分钟；离德州汽
车站只有1公里，车程也不
过5分钟。优越便捷的地理
位置，让当初经商潮的众多
人把生意第一站定格在这
里。

从原产地进货，把最新
款的小商品批发到德州，在
批发集散地并未遍地开花、
大众需求仍为消费主力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浙江人
当初灵活地把握市场需求，
成为这里的第一批掘金者。

在陈春海的记忆里，第
一拨到德州城隍庙市场经
商 的 大 半 是 浙 江 人 。再 往
后，赚到钱的老乡们开始离

开，寻找更大的商机，本地
人到市场经商的也开始多
了起来。

以陈春海为代表的浙
江人是这个市场的开拓者。
如今，在德州市城隍庙市场
经商的浙江人大约有10%。

2009年，陈春海在德州
市青年路一个小区买了一套
90平方米的房子，他、妻子和
孩子仍坚守在这里。

当初的开拓者变成如今
的留守者，除了市场带给他
的财富、资源以及稳定的客
户群，当然还有他对当前生
意前景的判断，以及市场去
留问题。

“现在什么生意都不好
做，尤其是小生意。”陈春海
说，生意最好时是2003年前
后，他一天能卖3000—5000
元的货，加上批发的增量，还
是挺可观的。而现在，他加上
批发也就这个数，效益并不
乐观。

相比较而言，低廉的房
租、稳定的客户源、自发形成
的大众消费群，既得利润没
有太大起伏的现状，让陈春
海不敢轻易挪地方。

德州城隍庙拆迁的计划
提出了多少年，张吉坤就在
这里待了多少年。11年前，张
吉坤担任德州市城隍庙市场
管理经营中心主任。那时，就
有拆除改造城隍庙市场的消
息传出。

一墙之隔的围墙内，德
州百脑汇资讯广场工地内机
器轰鸣，是一派如火如荼的
建设场面。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在城隍庙市场的喧
闹中，不少固守在此商户，躺
在摊位旁的躺椅上打盹。

与动辄上亿元的大型商
城相比，张吉坤内心稍显尴
尬——— 一边是老百姓的认
可，十多年的经营，这里人流
如织，每年营业额超8亿元；
一边是硬件设施老化、安全
隐患增多、业态陈旧，小投入
解决不了问题，大投入又不
现实，而传言中的招商拆迁
仍未成为现实。

摆摊式经营可以讲价、
嘈杂却又无比方便、满足中
低端消费者需求的不可替代
性，市场说话的例证，让代表
德州中心城区商业地标的城
隍庙市场依然火爆。从个人
情感出发，张吉坤不愿意这
座融入德州人几十年记忆的
市场被拆除，如果说有实力
的投资者能够把这块“财源
广进”的好地方继续传承下
去，是他最愿意看到的。

跟张吉坤一样，守望在
此的商户，不少人在不远的
国际商贸城买了商铺，却仍
迟迟不撤走这里的摊位。德
城区商务局王副局长认为，
德州人长时间自发形成的消
费习惯，不是一时半会能够
转变的，城隍庙市场依旧火
爆就是例证。这里已经列入
拆迁范围内，但拆迁成本较
高，目前还在招商中。

以百脑汇资讯广场为
例，当初买地就花了2 . 9亿元
人民币，这样的价格即使在
一二线城市也堪称天价，建
成后的百脑汇资讯广场将集
I T购物、时尚生态、文化旅
游、商务住宅等为一体，项目
总投资近10亿元，拟建项目占
地面积1 . 9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约20万平方米。如果城隍
庙拆迁，地价肯定不低于百
脑汇，而拆迁补偿成本则更
高。在城隍庙市场的招商过
程中，包括苏宁等数十家商
家来考察过，如今仍在洽谈
之中。

张吉坤说，目前市场跟
商户之间的协议已经改为一
年一签，如果短期内不拆迁，
他们会通过扶持优质商户淘
汰一批小商户的方式，在经
营上提档升级。

留守者的

忧患和守望

与安全赛跑的老市场

古色古香的牌坊，高大而宽
阔的钢构棚顶，摆摊式的经营模
式，昏暗、破旧、拥挤，是这块占地
10700平方米市场给人的第一感
觉。

简易的摊位和铺子，清一色
的货物堆中讨价还价成交，小到
一针一线、锅碗瓢盆，在这里都可
以找到。

23年的时间，这里的角角落
落已经融入了董恩雪的记忆中。
1983年，学计划统计毕业的董恩
雪进入德州商业局，那时城隍庙
市场还未形成。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德州城

隍庙市场建成，那时候，隶属于
商业局。1993年开始，城隍庙市
场开始转企，而他们也成为了市
场管理层。

10700多平方米的市场内，
如果包括城隍庙西北角那一带，
商家超过了700户，属于董恩雪
他们管理的有570来户。市场拥
有固定房间铺面310个，大棚内
柜台摊位 1 5 0 0个。商品涵盖电
器电子、照明灯具、文体用品、针
织鞋帽、洗涤化妆、箱包皮件、钟
表眼镜、工艺礼品、儿童玩具、小
百货等十余大类，辐射周边十几
个县市。

刚开始管理市场时，脏乱差
的环境、屡禁不绝的吸烟者、三分
之二的出租率等问题成为他们最
头疼的事情。市场刚兴起时，董恩
雪忙于打理环境卫生，引导商户
按市场制度有序经营。

如今，随着商户和消费者素
质逐渐提高，卫生状况得到了大
大改善。但是，随着市场硬件越来
越老化，对火灾的隐患排查，成为
每天“必修课”。每天仍需要对市
场里的商户和顾客进行禁烟宣
传——— 商户吸烟逮着就罚，顾客
吸烟就得一遍遍劝阻。

市场管理经营中心共有54名

员工，20多名员工要每天加班坚
守在安全岗位上，重点在于防
火。他们耗费在安全管理上的人
力占到了中心人员的四成以上。
在城隍庙市场23年的经营过程
中，只有外围商铺出现过火灾，
中心区域的商铺防火安全相对
稳定。

即便如此，7月4日上午，这里
仍成为德州消防支队重点检查的
对象——— 每天超过5000人、节假
日超过1万人的人流量，货物扎
堆、硬件老化、易燃点多、消防通
道狭窄等隐患，让市场里的每一
个人都不敢忽视安全问题。

三个月前，一直在城隍庙市
场附近租店铺的小齐撤出这里，
选择了更远的东北城作为经商
点。

起 初 ，他 一 直 围 绕 着 城 隍
庙做生意，直到去年还在离城
隍 庙 不 远 处 租 了 一 间 商 铺 投
资。

在他看来，城隍庙市场、步行
街加上银座三八路店、观湖城商
场，围绕城隍庙市场形成了颇具
规模的商业群。贯通解放中大道、

东方红路加之靠近火车站和汽车
站等人流集散地，整个商圈的区
位优势十分明显。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面积更
大、更宽敞的东北城。“城隍庙那
一带是好，但是太拥挤房租也
贵。”小齐说，因手中握有不少优
质客户源，小齐决定到一个环境
更好、发展空间更大的地方去养
市场。

跟小齐一样，大学毕业开始
创业的马昕飞选择了更远的德百

物流批发城，面对人流物流密集
的城隍庙市场，这位不到30岁的
小伙子，自然把创业成本放在首
选要考虑的问题。

商场式的宽阔购物空间、琳
琅满目摆放整齐的居家商品、错
落有致的摆放以及面积足够大的
仓库，再加批发城1000多辆物流
车辆，让初出茅庐的马昕飞有试
一试的冲动底气。

经过三四年的坚持跑市场，
马昕飞在德州市各县市区建立了

批发零售渠道，同时借助批发城
远赴义乌进货选商品的机会，他
成功地拿到了四五个居家类商品
在德州的总代理，每年纯利润保
守估计超过了20万元。

一提起城隍庙，谁都羡慕它
无可替代的位置和蜂拥而至的客
流，但新的财富故事也不断在别
处上演。不少商户也选择在离这
里只有二三百米远的国际商贸城
购买了商铺，而更多的人选择观
望等待。

坚守了17年的开拓者

离开者续写新财富

城隍庙市场内景象。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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