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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专业市场建立并投入使用

老市场装满市民的记忆

许昌花鸟鱼虫市场的变迁（上）

老旧市场，蕴藏温暖记忆
□ 记者 万誉 张辉

（269）

春去夏来，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季节，对很多市
民来说，去花鸟鱼虫市场逛一圈儿是多么惬意的
一件事。

在许昌，花鸟鱼虫市场经历多次变迁。20世
纪80年代，市区湖滨路自发形成的小型花鸟鱼虫
马路市场是商业发展进程中的初级形态。随后，
马路市场被取缔，部分摊主来到建设路搭起棚子，
形成了简易的花鸟鱼虫市场。2004年，兆丰花鸟
鱼市场建立并投入使用，还成立了市场管理公司，
标志着花鸟鱼虫专业市场形成。2020年，随着城
市的不断发展，两家新型花鸟鱼虫市场建立，商
业、教育、娱乐等配套设施得到完善，使传统的花
鸟鱼虫市场逐渐向综合体商业形式发展。

花鸟鱼虫市场的变迁是城市变化的一个侧
面，见证着许昌人在物质生活越来越好的同时，精
神文化需求越来越丰富。

今年 75 岁的市民王建立爱好养
花、养鱼。在他的记忆中，许昌的花
鸟鱼虫市场要从湖滨路的马路市场
说起。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后，
各行各业都在发展，人们的生活水
平逐渐提高，养花、赏鱼的人越来越
多。”王建立说，湖滨路自发形成了
花鸟鱼虫马路市场，有二三十个摊
位。

“ 那 时 候 ，很 多 老 许 昌 人 闲 来
无事喜欢去那里转一圈儿。那里
卖的花、鱼都是最常见的，比如吊
兰、仙人球、小金鱼等。”王建立说，
刚开始，商贩们拉着架子车卖花鸟
鱼等，后来架子车被换成了脚蹬三
轮车。“人们看到满意的玩意儿，和
商 贩 讨 价 还 价 ，市 井 气 息 特 别 浓
厚。”

经营了 40 年水产生意的郑磊
曾 在 湖 滨 路 的 马 路 市 场 摆 摊 儿 。

“我喜欢养鱼，养得多就有了经验，
想着做点儿小生意。”郑磊说，因为
是马路市场，他每天要拉着鱼、鱼
缸去摆摊儿，一天结束再把东西拉

回家。
后来，因为堵塞交通、影响市

容，这个装满市民记忆的马路市场
被取缔。随后，郑磊和部分摊主搬
到建设路与察院西街交会处的东
边，搭建临时大棚继续营业。

5 月 7 日，记者来到此处，昔日
的花鸟鱼虫市场已不见，取而代之
的是一条宽宽的马路。在附近居住
的张梅英今年 78 岁。她告诉记者，
建设路花鸟鱼虫市场存在了好多
年，规模不算大，但是很热闹。

“大概有 20 多家商户，有卖花
的、卖鱼的、卖鸟的。我曾带着外孙
女在这儿买小金鱼和鹦鹉。”张梅英
说，当时，这条路很破旧，而且比较
窄，和文昌路也没有打通，只有一个
小门。前几年，这条路被拓宽并铺
上 了 柏 油 ，成 了 文 昌 路 的 一 部 分 。
以前这条路西边是一个水上乐园，
东边是一个特殊教育学校，现在还
有一个旧院子。

后来，根据规划，这个市场也被
取缔。随着新市场的建立，商户们陆
续搬走。

建设路花鸟鱼虫市场的商户
们搬到的新市场就是被市民熟知
的兆丰花鸟鱼市场。5 月 7 日，记者
来到位于华佗路的兆丰花鸟鱼市
场，各种绿植、鱼类、鹦鹉、字画、玉
石、木雕、家具让人眼花缭乱。来
这里逛的不仅有老人，还有孩子和
年轻人。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
在这里找到乐趣。

兆丰农产品交易服务有限公

司总经理丁志明说，这个地方以
前是市农场的园艺场。2004 年以
前，这里很偏僻，是一片果园，种
植有葡萄树和桃树等。

“ 当 时 ，我 在 这 里 租 了 一 片
地，种植葡萄。”该公司副总经理
贾彪说，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他产生
了开办花鸟鱼虫市场的想法。他
把这个想法和同事们一说，有人支
持，也有人质疑。“支持的人和我的

“刚开始，我们做了最坏的打
算，如果没商户过来，我们就自己
经营。”贾彪说，不过，在他们的努
力下，招商非常成功，铺位供不应
求。

“商户入驻前，地砖还没铺完，
有的商户为了抢占铺位，自己过来
铺地砖。”该公司副总经理汪永臣
说，看到这种情形，他们备受鼓舞。

当 年 5 月 1 日 是 试 营 业 的 日
子。4 月 30 日晚上，商户们连夜入
驻。进来的商户有 30 多家，经营
范围涉及花卉、绿植、鸟、鱼等。

贾彪说，吸引商户的过程中还
有一个插曲。有一次，他在报纸上
看到一则报道，一个下岗女工喜欢
养花，想卖花卉但是苦于没有经验
和门路。随后，经过和报社沟通，
他联系到该女工，让她入驻市场，
带着她去郑州进货，还教她养护和
售卖经验。后来，她的店铺生意不

错。
第一批商户入驻后，还有许

多商户想入驻。看到这种情形，
丁志明等人决定扩建市场。有
了建立一期市场的经验，二期、
三期市场相继迅速建好。市场
的面积由最初的 1000 多平方米
增加到 5700 多平方米，商户从最
初的 30多家增加到 100多家。

“以前在路边摆摊儿，不仅每
天要经受风吹日晒，还要将绿植
搬来搬去，很辛苦。遇上恶劣天
气，商户还没法出摊儿。自从搬
进 市 场 后 ，漂 泊 的 生 活 就 此 改
变。”在湖滨路卖过花，后来搬到
兆 丰 花 鸟 鱼 市 场 的 商 户 胡 军 霞
说。

从马路市场到专业市场，许
昌花鸟鱼虫市场的经营模式逐渐
成熟。

铺位供不应求，边营业边扩建

想 法 一 样 ，觉 得 这 是 一 个 机
会 。 质 疑 的 人 也 有 自 己 的 理
由，成立花鸟鱼虫市场需要大
量资金，而且这个地方偏僻，市
场前景不明朗。”

2004 年 4 月 13 日 ，贾 彪 一
行来到北京参加世界名花博览
会。“我们去北京的目的就是打
探市场行情。”贾彪说，经过了
解，他们坚定了开办花鸟鱼虫
市场的想法。

从 北 京 回 来 ，在 得 到 市 农
场领导们的支持后，他们决定
投资成立花鸟鱼虫市场管理公
司。经过商定，他们在贾彪的
租赁地建立了市场，面积大约

有 1500 平方米。
“ 万 事 开 头 难 。 除 了 市 农

场外，当时入股的汪永臣、赵新
建、刘国强、程斌和我四处筹措
资金。为了节省资金，我们自
己铺地砖、搭塑料棚等。”贾彪
说。

从 4 月 18 日开建到 4 月 30
日商户入驻，在短短的十几天
内，一个专业的花鸟鱼虫市场
落成。为了吸引商户入驻，他
们承诺，商户进驻市场后免半
年费用。“因为地方有些偏僻，
我们怕商户不愿过来，就出门
发传单，还买了锣和鼓上街宣
传。”贾彪说。

市民在兆丰花鸟鱼市场内选购绿植。记者 万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