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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孙业文

为抢新鲜蔬菜
凌晨两点去批发市场

29日凌晨两点，邢博超的
父亲邢昭荣揉了揉惺忪睡眼，
用凉水冲了把脸，就匆匆往店
内赶。

“每天都是这个点起床，已
经习惯了。”邢昭荣称，他今年
60岁，天气好的时候一般都是
他去批蔬菜，天气不好时就儿
子去。

邢昭荣先把盖在三轮摩托
车上的塑料布掀开，再仔细检
查轮胎，没啥问题后便骑车赶
往匡山蔬菜批发市场。此时天
还不亮，邢昭荣骑车穿行在夜
幕中，尽管是夏天，可还是有阵
阵凉风袭来，邢昭荣不禁将衣
服裹紧了一下。

“店离市场比较近，20分钟
就能到，现在蔬菜还比较新鲜，
再去晚一点，好的就被挑走了。
现在自家开店了，不比摆摊的
时候，那时马路边卖菜，个人没
大有成本，也就不太讲究菜的
质量，如今有了固定的店面，菜
的质量好了才能留住顾客才能
长久地干下去。”邢昭荣称，匡
山农贸市场上批发商贩来得比
较早，一般晚上11点和12点就
有人了，有些贩菜商为了挑新
鲜蔬菜去得很早。

“黄瓜多少钱一斤？”邢昭荣
问。“涨钱了，3.3元/斤，整筐拿是
3 . 2元/斤。”商贩说。“涨了这么
多，昨天还是2.5元呢，算了，先不
拿了！”邢昭荣说。邢昭荣骑车来
到批发辣椒和菜椒的地方，谈好
价后，搬了两箱放到车上。“一个
箱子就重小3斤，可是人家不给
减出来。”邢昭荣说。

“这个市场比较熟，大部分
批发商也都认识，所以价格一

般不会给高。”邢昭荣称，一般
是看着哪家蔬菜新鲜拿哪家，

“认菜不认脸”。经过2个多小时
的精心挑选，西红柿、豆角、芹
菜、冬瓜、茄子、韭菜等十多样
菜就挑选好了，记者注意到，每
挑好一样菜，邢昭荣便会在一
张事先备好的菜单上做个标
记，并把价格写在后面。“这样
就落不下，卖菜的时候对价格

也有个数。”他说。
凌晨5点，邢昭荣最后把冷

鲜肉买好后，载着满满的一车
菜开始往店里走。

全家忙活客流不断
自己开店更上心

车子刚走到半路上，突然
没油熄火了，邢昭荣给儿子打

电话让他来拖车。10多分钟后，
儿子邢博超赶过来，把车拖到
店里。大约6点，井盈盈和母亲
赶到店里，开始整理货架和蔬
菜，邢博超开车到堤口路水果
批发市场批发水果。

记者注意到，在批菜的过
程中，一有空闲，邢昭荣就将烟
点上，烟不离手。“精力不如以
前了，提提神。”他说，他的老家

在仲宫，从事蔬菜生意2年多
来，一直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
每天凌晨2点左右到批发市场，
一直忙到早上9点多，大约11点
回家，吃点东西睡觉，起来后再
看孙子，基本没有个人生活。

“年轻人都扛不住，更不用
说60岁的老人了。”邢博超说，
卖菜挣的就是辛苦钱，每天起
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

□张九龙

创城，可能会给我们带
来暂时的不适，但更多是长久
的便利。拿“退路进厅”来说，
济南力推不下二十年，可效果
却曾有限，究其原因，是因为
室内经营成本高、路程远，客
源半路上就被游商截走了。

如今，济南正在从根本
上改变。一碗水端平的执法
原则，公开透明的执法过程，
在维护法律尊严和政府公信
力的同时，确实打破了部分
居民的生活习惯。老百姓有
期待、有呼声是好事，这正是
服务型政府努力的方向，需
要有关部门拿出更多的温度
和诚意，解决老百姓柴米油
盐酱醋茶的现实问题。

人们说济南像个“大县

城”，初级的社区商业业态、
粗放的城市管理手段无疑增
加了这种乡土气。事实证明，
规范化管理并非洪水猛兽，
更不是面子工程，而是城市
管理升级、业态迭代升级的
必由之路。杭州等先进城市
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历，并
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显然，
无论是作为经济大省的省会
城市，还是作为一个七百万
人口的大城市，济南都到了
迈出这一步的时候。

借助创城的东风，济南正
经历着城市发展中的一次深
刻变革。表面上，城市面貌要
变革；本质上，人的观念也要
变革。每位市民都希望生活更
好，那么从自身做起，尝试迈
出一步，你会发现，大家都讲
秩序的城市其实更宜居宜业。

卖卖菜菜夫夫妻妻城城里里追追梦梦
“退路进厅”后结束摆摊，如今月入万元，少了漂泊感

讲讲秩秩序序的的城城市市更更宜宜居居宜宜业业

“批发市场的西瓜有的3
毛，有的5毛，有的7毛，价格相
差大，口味相差也很大。”邢博
超说，批发价格贵的西瓜皮薄
还甜，便宜的皮厚，甜度也会差
不少，每次进货他都是进最好
的。“居民的嘴都很挑，吃一次
不好吃下次就不买你的了。自
家开店就得保证货的质量，让
顾客满意。”邢博超说。

大约半小时后，邢博超就
把香蕉、葡萄、枣、西瓜、桃等水
果挑好了，回到店里快8点了。
此时，井盈盈将店打理好，开始
营业了。“今天的葡萄好新鲜，
给我称两斤吧！”一居民说。“好
的，这就给您称。”井盈盈说。

记者注意到，早上店里顾
客并不是很多，但是基本上不

断，因为顾客光临，井盈盈数次
搁下饭碗去忙生意，用她的话
说，“卖菜的难得吃上一口热
饭。”“西红柿多少钱啊？”有顾
客来买菜。“四块一斤。”井盈盈
赶紧放下手中的蒸包，起身拿
了个塑料袋走到顾客跟前。“一
共七块三，给七块吧。”井盈盈
把菜递给顾客。

“退路进厅”有补贴
经营品种多了年赚12万

拆违拆临后，部分市民遇
到了“买菜难”问题，为此，天桥
区在辖区内新建了50家社区生
鲜便民店，“退路进厅”的邢博
超、井盈盈夫妻的店被选中了，
每年可以获得1 . 5万元的政府

补贴，连续两年给予租金补贴，
支持他们更好地长久经营。

记者看到，经过重新布置
的店，悬挂上了统一制作的“天
桥区生鲜便民店”牌匾。店内蔬
菜、瓜果、冷鲜肉、面食、禽蛋等日
用生鲜和各类副食品品类齐全。

井盈盈称，她之所以走上
摆摊卖菜这条路，就是为照看
孩子。“我现在有两个孩子，大
女儿6岁，小儿子2岁，现在女儿
已上小学。”井盈盈称，之前她
和丈夫都在济南打工，就把大
女儿撇在老家由爸妈照看，每
年很少回家，孩子开始与她生
疏。怀了儿子后，井盈盈就打算
摆摊卖菜做生意，这样夫妻俩
就能把父母接过来一起照看孩
子，一家人就能在一起了。2年

间，就在生意慢慢步入正轨时，
取缔马路市场的通知下来了。

“不让在马路上摆摊，当时
别提心里有多难过了。”井盈盈
称，突然不让干了，全家人一时
心里都很难接受。后来想，占道
经营确实不是能长久的事，恰
逢自己菜摊后面门头房往外出
租，她和丈夫决定租下来，“退
路进厅”卖菜。当时心理压力挺
大的，原来摆摊时算占道经营，
相应地也就没啥成本压力，有
店了就有租金，压力就挺大。

然而，让井盈盈高兴的是，
“退路进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
效果。“摆摊时收入很不稳定，
不仅受天气的影响，有时还要
被城管撵，每撵一次，收摊支摊
的工作量一点都不小。”井盈盈

称，有不少蔬菜经过太阳一晒
就蔫了，就不好卖了。

“现在觉得心里踏实多
了。”井盈盈说，一年的房租是5
万多，政府补贴是1 .5万，房租看
上去不少，但是她销售的商品种
类增加了，客流量也大了，总体算
下来要比在外面摆摊还要挣得
多。“之前一年下来也就六七万，
现在一个月净利润算下来有1万，
一年能挣12万。”她说。

“另外，肉菜进店后，卫生
条件改善了，安全有保障。”井
盈盈说，除了正常零售外，她的
店还开通了美团和饿了么外
卖，也承接单位食堂的蔬菜配
送。“互联网时代要与时俱进
嘛，俺的店也支持微信和支付
宝支付！”她说。

80后夫妻邢博超、井盈盈
两年前在工人新村中街摆摊
卖菜，随着拆违拆临取缔马路
市场，选择“退路进厅”的他
们，在政府补贴支持下，收入
不减反增。从摆摊到开店，他
们说：“现在觉得心里踏实多
了！”小两口怎样从“担心”到

“认可”，这个城市给了他们怎
样的支持与温暖？本报记者29
日凌晨两点起跟随采访，体验

“退路进厅”卖菜夫妻全家忙
碌的一天。

邢博超、井盈盈夫妻俩整理店铺。 大清早，邢博超到堤口路水果批发市场批发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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