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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

走在市场，记者听到相邻的两位摊主

正在聊着关于市场关停的担忧。“不知道咱

们还能在这坚持多长时间啊。”摊主吴先生

告诉记者，他曾经是工厂里的工人，上世纪

90年代赶上了下岗，后来就自谋职业，摆摊

卖货，市场的前身在现在的友谊购物附近

的友谊路边上，八年前市场搬进了德源里

小区，形成了德源里市场，而吴先生一直坚

守着这份营生。“现在这个市场也要没了，

最好能升级改造，我们还能干下去，或者异

地搬迁把我们这些商户重新安置了也行

啊。”谈到未来，吴先生有些伤感。

采访中，一位熟客来到吴先生的摊位，

见面便聊起市场去留的事。“我家离着挺远

的，但我总来这个市场，专门买他家的东

西，他做得好吃。”这位女士一边和吴先生

聊着，一边买了冰糖雪球和辣花生，“这市

场取缔了，还真挺舍不得，你们要到了新的

地方，一定要告诉我，我还得找你买东西

呢。”

随后，记者来到一个餐点摊，里面的座

位坐满了人，粥、馄饨、豆腐脑、面条应有尽

有。“我们在附近打工，这里又实惠又方便，

市场要没了，我们中午饭都不好解决。”几

位工人师傅围坐在一起吃着热乎乎的饭。

“我家就在德源里住，今天老伴儿去亲戚家

了，我一个人懒得做饭，又不想往远走，下

楼就来这了，多方便，不用十块钱吃饱了。”

65岁的高大爷说，他和老伴儿两人生活在

德源里，紧挨着市场，平时油盐酱醋没了，

下楼就买，一两分钟就搞定了。“这个市场

里啥都有，我们岁数大了，不愿意走太远去

超市，就图个方便，听说市场要拆，我老伴

儿担心以后咋买东西呢。”

为了这座城市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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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清晨，位于唐山市路

北区的德源里市场的早餐摊位

边上，人们自觉排着队买早餐，

边等边拉着家常。豆浆、油条、

热汤面，包子，大锅里白花花的

面条来回翻滚，腾腾的热气扑向

围在四周人们的脸上，给刚刚走

在寒风中的人们带来一股暖

意。买菜的人们，则一边挑选着

刚刚上市的新鲜蔬菜，一边互相

寒暄。八年多了，就是这样平淡

却溢满小幸福的日子，每天都在

这个市场里上演，人们早已习惯

了这个市场给周边居民带来的

便利。

为进一步规范城区经营秩

序，提高城市品位，保障城区公

路交通安全畅通，巩固和保持全

国文明城市建设成果，路北区全

面启动整治主城区占道经营市

场攻坚行动，德源里市场也将面

临或关停取缔、或搬迁分流、或

改造提升的命运。

站在市场的南头，一眼就能

望到头，笔直整洁的水泥路两边

经营着应有尽有的生活必需品，

这座有着100多户商家的市场，

虽然不大，却为周边居民的生活

带去了极大的便利。而此时，在

一排枝头只剩枯叶的大树的笼

罩下，这个市场似乎诉说着她的

留恋与不舍。

本报记者 刘超 文/图

和很多自发市场不一样，每次走

进德源里市场，从未感受到拥挤、异

味、低头垃圾和抬头嘈杂，而是一直

以来的井然有序，规范整洁。

接近中午时分，采买的高峰已经

过去，只有三三两两的买水果的和餐

点摊位上吃午饭的人们。在一个五

金店门前，记者恰好偶遇了德源里市

场管理员孟先生正在例行巡视检查

商户各项规范。“我们这个市场非常

规范，不管是商户，还是来买东西的

人们，随手捡拾垃圾都已经成了习

惯。”孟先生说，从创建市场管理办公

室，他就在这里工作，他见证了这个

市场与居民们的多年割舍不断的关

系。

就在交谈之际，孟先生指向对面

两个摊位之间，记者看到一位女商户

将垃圾倒进垃圾桶后，看见不远处一

块废纸便随手捡起来扔进了垃圾

桶。孟先生自豪地说，这就是我们这

里商户的素质，我们随时随地都能看

见这样的情形。记者看到，已近中午

12点，大多数市场里都会是菜叶脏水

油污满地，特别是生鲜摊位更是脏乱

不堪，但是德源里市场里，依然非常

整洁，像是刚刚打扫过一样。“不仅因

为我们保洁做得好做得及时，更是因

为商户们的自觉维护。”五金店老板

告诉记者，他们的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配备非常齐全，各种证照都是按照要

求悬挂张贴的，每个新来的商户都要

接受市场管理人员的培训，连食品摊

位的服装都有专门规定。

如今，市场的未来，不管是关停

取缔、搬迁分流，还是改造提升、选址

新建，都是为了这座城市更美好。无

论是商户还是市民，不舍的是那份情

感，更多的则是期待和向往。

转眼十年过去了，家住鹭港小区的吉

阿姨和德源里市场依然割舍不断，德源里

市场的前世今生深深地印刻在了吉阿姨的

生活中。

2007年底2008年初，吉阿姨从玉田来

到鹭港小区，帮女儿装修房子，每天忙忙碌

碌，也没有时间做饭，所以每天中午，她便

去旁边的市场里吃饭。“那时候，市场大概

在现在的友谊购物商场那个位置，当时市

场旁边还都是大片的树林，友谊路也没有

拓宽延伸，市场就在路边。”吉阿姨说，那时

候鹭港小区周边的区域和道路基本没有大

规模开发和建设，正是城中村平改并回迁，

而这个自发的市场正好满足了周边区域的

人们的需求。“想起那年，每天奔走在房子

和市场的路上，感觉生活一天比一天美

好。”吉阿姨说，德源里市场是她对唐山生

活的最初的感受。

后来，城市大规模开发建设，为了治理

城市环境，自发的小市场统一搬到了现今

的德源里小区，正式成为“德源里市场”。

“虽然离鹭港小区稍微远了点，我还是愿意

去德源里市场，真的有感情，它到哪，我就

跟着去哪买菜。”吉阿姨说，去德源里市场

买菜，有时并不是为了买，而是一种习惯和

情感。

和吉阿姨一样一直追随德源里市场前

世今生的，还有很多商户，市场最南面水果

摊位的苑大姐就是其中之一。

苑大姐家就在德源里小区，市场最早

自发形成时她就在路边摆摊，卖过菜，也卖

过水果。“市场搬到这里差不多八年了吧，

我一直在。”记者看到，苑大姐的摊位正好

在市场的南入口，位置非常好，摊位面积也

不小，附近的居民很多都来她这里买水

果。“冬天七八点来，晚上八九点收摊，夏天

六点就来，晚上11点多收摊，这么多年就这

么过来了。”苑大姐说，都没想过这个市场

没了自己会去哪里，特别期待有关部门能

帮这100多户商户重新安置。

前世今生 一路追随

多年便利 今朝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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