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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姚家旧货市场77岁“元老”的情怀

梦梦里里虽虽不不舍舍，，后后腿腿咱咱不不拖拖

姚家旧货市场西门门
口有一棵梧桐树，与市场
同岁，已经有22年了。种下
它的人是最早在姚家旧货
市场摆摊的李朝坤。3月21
日拆迁通知下发，姚家旧
货市场拆迁在即，李朝坤
也要离开这个地方了。他
看着已经待了2 2年的地
方，心里充满了不舍。“舍
不得，先把东西运回家，然
后再找地方继续干。”李朝
坤说。

本报记者 刘飞跃
实习生 刘晓旭

姚家旧货市场
原来是个汽修厂

3月27日上午11点左右，记
者来到姚家旧货市场西门。在
记者问到谁来这里最早、最了
解这个市场的时候，商户们纷
纷指向姚家旧货市场门口偏南
的五金杂货店，该店的店主就
是李朝坤。

李朝坤的店在姚家旧货市
场一进西门的南边过道上，是
一家主要收旧货和五金的店。
平时回收一些电钻、电风扇、收
音机等物品，除了卖掉回收的
东西外，也卖一些新的螺丝、卡
尺等物品，顾客有市场里的商
户，也有从外面过来的。

姚家旧货市场最开始是姚
家村的汽车修理厂，修理厂不
干了就改建成了旧货市场。
1990年代恰逢市场化改革的大
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
口号传遍大街小巷，也打开了
李朝坤的视野。

李朝坤告诉记者，他是姚
家村人，今年77岁，在这里摆摊
已经22年了。年轻时当过兵的
李朝坤，因为有点小手艺，55岁
从济钢退休之后自己就出来干
活了。“最早是在姚家做烟酒百
货生意，后来就在姚家旧货市
场里卖五金杂货。”

李朝坤指着西门外的大梧
桐树说：“1996年没有这个市场
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卖烟酒糖茶、
干鲜果品。1996年下半年姚家市
场正式开业，当时建成的旧货市
场就是现在这么大。主要为了济
南市的旧货调剂，一开始人比较
少，后来一步步地就都过来了，
稳定下来了。”

现在的姚家旧货市场占地
面积有1万余平方米，到2017年
11月有80余租户，另有沿街商铺
30余户，主要经营家电、家具、五
金土产等十余种商品。这里曾经
是济南东部集家具、电器、自行
车以及电动车等于一体的最大
的旧物资调剂市场。

李朝坤说，目前商铺和位置
都比较固定的姚家旧货市场格
局形成大概有十年了，每个区域
卖什么都有明确的划分，顾客来
这里直奔自己想买的东西。但李
朝坤说十年前的姚家旧货市场

却不像现在这样划分清晰。
“以前很乱，现在这个地方

成了规模了，”李朝坤说，“这个
市场上的房子基本没有闲着
的，市场上的人来自全国各地，
周围的人也都固定下来了，都
很熟了。”

曾经每月收入两三千
那时比上班工资都高

“当时这里就我自己做烟
酒糖茶生意，他们都不敢干。”
李朝坤笑着说，“干着干着我就
改行做五金生意了。”李朝坤来
了以后，姚家旧货市场也慢慢
火热起来。

从一九九几年一直到2000
年前后，除了房租和水电费，李
朝坤每个月能挣两三千元，那时
候去工厂上班的工资不过千元
左右，对于一位已经退休的工人
来说，能有这些收入非常不错。

“全市场就我一家五金店，
现在全济南都给我进货，打个
电话就行，我要啥就给我送啥
来。”李朝坤自豪地说。

“孩子不愿意，经常说别干

了。”李朝坤对记者说。上了年
纪还拿着退休工资的李朝坤不
顾妻子和孩子的反对，除了过
年旧货市场放假外，几乎每天
上午8点就到这儿来，晚上6点
走，风雨无阻。他表示，自己不
是为了赚钱才在这里的。

李朝坤说：“我这里的东西
在大超市买不到。上次有个女
同志从天桥那边跑过来，她的
背包掉了一个螺丝，到处都买
不到，在我这儿就有，我说这个
螺丝两毛钱，她给了我两块，我
说算了不要钱了。我认为这些
东西能利用起来，而且主要是
我喜欢这个，真喜欢这个。”

我这里可是万样店铺
外国人对我竖大拇指

“那个宽的捆扎带还有
吗？”说话间一位顾客走到李朝
坤的店前，“没有了，以前一些
安徽人过来，我进他们的货，但
现在他们不来了。”李朝坤立刻
回答，然后指了指他右首边的
架子：“那里有窄的，还有一盘，
黑色的那个。”

过了一会儿，一对夫妻来
到李朝坤面前询问有没有平嘴
钳，李朝坤又指着他右后方的
一堆电饭锅说钳子在锅底下。
那对夫妻掀开锅找平嘴钳，果
然找到了。

记者注意到，李朝坤对自
己这些货物存放的位置和东西
的来历都很熟悉，每位顾客要
什么他都能快速指出位置并且
能说出它的来历。

“我统计过，我这里一共有
一万多样东西，上至公私合营
时期的，下至现在的都有。”李
朝坤指着一个螺丝刀对记者
说：“这个螺丝刀子都十五年
了，那是无影山自行车厂倒闭
那一年，那个仓库叫我买过来
了，到现在那个工作服，还有一
百套在店里面。”

和卖家具的主动招揽不
同，李朝坤的生意是别人主动
来找他。一位顾客拿着一个拆
掉的电风扇来找李朝坤，想要
把风扇卖给他。李朝坤说风扇
已经太旧了，只能当废铁卖掉，
但顾客坚持说：“你收着吧，我
都骑着自行车弄过来了。”最后

还是以5块钱成交了。
李朝坤的顾客不仅有中国

人，还有一些外国学生也会光
顾。“有些外国人过来也会跟我
聊聊，有俄罗斯的、印度的，我
说的他们能听懂。”李朝坤说，
买完东西后，这些外国友人不
断朝我竖大拇指。

恋恋不舍老物件
曾经成宿睡不着

因为李朝坤是这里的老商
户，不少来买二手零件的市民
都主动上来打招呼。“给我留个
电话，以后缺了东西再来联系
你”……李朝坤的生意没有因
为拆迁而受到影响。

目前姚家旧货市场已经确
定4月6日之前全部腾空，李朝
坤在店铺边上挂上了写在纸箱
子上的联系方式。李朝坤说：

“有很多人问我上哪去啊，我说
姚家雁翔苑有我的楼房，我先
搬到那里去，先把东西都搬到
自己家的地下室里。”

其实年年都传着要搬迁，
跟这里的其他商户一样，李朝
坤之前并没有在意。但是，从去
年下半年开始，历下区以及街
道办多次来到旧货市场，直到
前几天才张贴出了正式通知。

“街道办的工作人员都替我愁
得慌，我劝导他们，你们不用
愁，我找人一个晚上就搬完
了。”李朝坤说。

虽然嘴上很是洒脱，但是看
到这些老物件，李朝坤眼神中透
着的还是不舍，毕竟在这里已经
经营了22年，“曾经成宿成宿睡
不着觉，做梦都是拆迁的事，梦
里都不舍得。”

虽然不舍，但他也表示理解
并积极配合，“因为济南刚创建
全国文明城，需要维护好这个牌
子，市场东面就是正在建设的中
央商务区，我不会拖后腿。”

记者离开旧货市场时，抬
头望着李朝坤种下的那棵老梧
桐树，发现在春风吹拂下，它已
萌发新芽。

■姚家旧货市场拆迁·讲述

闷了，李朝坤会听听

收来的大收录机。

本报记者 刘飞跃 摄

李朝坤展示老物件。 本报记者 刘飞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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