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条运河，数不清的
码头驿站；南来北往的商
人，造就了无数个商贸集
市。在沧州境内，紧邻运
河、依运河而兴的集市有
很多，几百年的延续，商
品形式不断演变，都未改
变 老 百 姓 “ 赶 集” 的 热
情。这其中，或许有一种
独特的魅力，值得我们走
近和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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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不完的盐山，填不
满的兴济”。古时的运河水
路，流传着这样一句谚
语。明清、民国时期，名
气甚广的乾宁驿附近，今
沧县兴济镇码头，盐山的
小麦拉到此处装船，源源
不断运往京津，经济繁盛
可见一斑。

依靠大运河便利的水
路交通，每年夏秋两季，
江南的稻米、中原的小
麦，不断顺水而来，大小
车辆云集兴济码头，河上

樯桅林立，岸上算盘响不停。在
“粮市”的带动下，附近兴起了包罗
万象的集市：菜市、鱼市、药市、
木料市、牲口市……各集市有序分
布，百姓各取所需。规模盛大的集
市，让紧邻运河的兴济名声鹊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内蒙古、山
东、京津等地的上好牲口都到兴济
进行中转交易，这里形成了华北地
区最大的牲口交易市场。兴济镇一
位名叫夏吉庆的老人，当年就在集
市上从事“相马”的营生，每天给
人挑选好马，教人如何喂养牲口。

“方圆几十里的乡亲都来俺们这赶
集，论相马没人能比得过俺，什么
样的是好马，买回去怎么饲养，俺
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买家。”夏吉庆
说，有了买卖双方的信任，他当年
的日子过得很是富裕。

“现在兴济牲口市场没有了，但
普通的集市因货品全，价格又便宜，
依然是附近百姓吃穿用度和生活必需
品的重要来源地。”在沧州大运河文
化研究会副会长郎文生看来，是运河
造就了集市的繁荣，集市又丰盈了运
河两岸人们的生活。

如今，随着乾宁公园和美食一
条街的建成，运河两岸又增加了景
观和烟火气，兴济集市也因此多了
生机。

别错过别错过别错过“““另一扇门另一扇门另一扇门”””
□□ 北北 思思

最近，2022 年世界技能大赛
特别赛奥地利赛区比赛落幕，代
表 中 国 出 征 的 浙 江 宁 波 “00
后”小伙蒋昕桦，获得重型车
辆技术与维修项目金牌，实现了
中国队在该项目上金牌“零”的
突破。靠着“ 技 能 ” 一 举 成 名
的蒋昕桦也成为不少青年人学
习的榜样。

蒋昕桦是宁波技师学院汽车
维修专业技师班学生，也是奉化
工匠代言人。2017 年中考失利，

他与普高失之交臂，一度陷入失
落迷茫，是技能向他打开了另一
扇门。蒋昕桦在宁波技师学院上
学期间，脚踏实地学习重型车辆
维修技能，并最终代表中国站上
世界技能比赛的最高领奖台。虽
然他没能像更多的孩子一样上普
高、考大学，却通过技能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大舞台。这何尝不是
另一种人生价值？

当下，随着教育体制的不断改
革，很多中考失利的孩子无缘普

高，只能读职高，有的则直接进入
技师学校，拿个中专文凭。有的父
母因此垂头丧气，有的则不甘心，
拼尽全力也要让孩子挤进普通高
中，为的是将来能上个大学。殊不
知，进入技校掌握一项专业技能，
孩子的人生也会打开“另一扇
门”。更何况，读职业高中也可以
上大学。

另一方面，一些大学毕业生眼
高手低，不愿意进工厂，看不上普
通的技术岗位，宁愿坐办公室领

2000 多元的工资，也不愿意在车
间里拿七八千元的高薪。很多大学
生临近毕业时，毫不犹豫地把目光
投向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
外企，总想拥有一个让父母家人骄
傲、看起来光鲜亮丽的“铁饭碗”。

“体面”的工作不好找，另一
方面工厂招不到技术人才。这样
的形势下，大学毕业生们是否可
以把眼光放低些，进工厂、下车
间，在平凡的岗位上大干一番。
当下中国正加快由制造大国向制

造强国转变，对技术工人、高技
能人才的需求极为迫切。希望更
多的青年人能把握这一机会，在
人生的“另一扇门”中，大展宏
图，在“技能报国”的路上绽放
青春光彩。

城门开启，城里
的人潮涌出，去运河
汲水、到码头交易、
去乡下办事，城外的
人则进入城中，走亲
访友、剃头买布、吃
喝闲逛……这一老沧
州城小南门的时光剪
影，唤醒无数人的记
忆。

沧州城市集市最
初的形态也在这里萌
发。据从小生活在小
南门的刘清海老人回

忆，古时文庙门前有个晓市，
早晨卖菜的、卖肉的、卖衣服
鞋帽的，摊位一个连一个。晓
市往南是大集市，类似于今天
的农村集市，生活生产用品样
样齐全，别处赶集5天一次或
10天一次，而这里天天都是
集。

由集市延伸开来，还有许
多特色街市，比如鸡市街、锅
市街、缸市街、钱铺街，仅听
名字，就知道这些街上卖鸡、
卖锅，能兑换银两。“几百年
来，小南门成了沧州城市商业
的晴雨表，虽历经改造，但仍
是沧州重要的商圈。”刘清海
说。

城中生意红火，城外也忙
碌不迭。运河码头附近的粮市
上，方圆几百里的卖粮者聚集于
此，推木轮小车的、赶马车的、
挑担的，等着给粮食卖个好价
钱，而来自外地的粮商，则将收
来的粮食暂存于码头的粮囤里，
择机装船运走，销往京津等地。
因运河水路及船业的带动，小南
门外码头驿站林立，不仅集市繁
荣，就连酒坊、钱铺及餐饮都
随之兴盛。

沧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
长刘宝锁作诗：“旧时种得两
岸柳，迟至今日新枝发。商家
叫卖声远去，又见南门尽繁
华。”一抹记忆，道不尽的运
河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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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逢“大雪”节令，
56 岁的沧县捷地回族乡
捷地村村民张有保早早起
床，来仓库整理货品。往
年的这个时候，他和妻子
通常已在集市上忙碌了许
久。

紧邻运河的捷地村，
农历“一”和“六”赶大
集，集市纵横长度约 3公
里，摊位一个挨一个，顾
客摩肩接踵。集市上各种
商品琳琅满目，瓜果蔬
菜、肉蛋禽奶、衣服鞋

帽、农具农资、各类调味品，应有
尽有。因这里是回族聚居地，集市
上牛羊肉及回族特色食品非常多，
炸油香的大锅滋滋冒着热气，卤牛
肉的香味飘在空中，浓浓的烟火气
弥漫开来。

“村子紧挨运河，古时因码头
和摆渡而商贾云集，由此形成的集
市少说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张
有保说，从爷爷那辈起他家就靠集
市维持生计，从家具到蔬菜，从农
具到百货，直到今天，他靠着集市
上的小生意供出了两个大学生。虽
然因疫情不能正常赶集，但张有保
每隔几天就会整理他的货品，期待
着春节前能大卖。

集市所在的街上，一间有着50
多年历史的铁匠铺远近闻名。尽管
生意越来越萧条，但炉火常年不
灭，店主戴景波几十年如一日，
守着铁匠铺子维持生计，成为集
市上一道独特的风景。“过去的
集市，一般都有铁匠铺子、剃头
铺子，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
行业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沧
州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刘连升发
现这间铁匠铺后，多次前去拍
摄，为即将消失的老手艺留下了
珍贵的影像。

捷地集市也是人们购买年货的
重要去处。每年春节前，这里除了
普通年货外，还有一些书法爱好者
书写春联免费送给赶集的村民，也
有一些卖旧书旧杂志的书摊，让集
市有了文化气息。

运河集市运河集市运河集市
依水而兴延续烟火气依水而兴延续烟火气依水而兴延续烟火气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宝梅赵宝梅 摄影摄影 刘连升刘连升

老人去医院看病，儿女没时间陪
同，陪诊员可代劳；年轻人工作忙，
没时间做饭，代厨可上门服务；养宠
物的家庭有事需要外出，又不能带上
宠物，萌宠寄养人可帮忙照管……最
近，代劳经济不断出新，让不少人体
验到了生活的便捷和美好。

父母年纪大了，身体隔三岔五就
会不舒服，去医院看病成了家常便
饭。45岁的赵娜为此焦头烂额，作
为独生子女的她，老人的大小事都需
要操心。有好几次，母亲不舒服要去
医院，赶上她工作正忙，实在难以分
身。后来听说现在家政公司有陪诊服
务，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她找了一名
陪诊员，没想到母亲非常满意。“挂
号、检查、取报告、取药，人家全程
陪同，最后还把老人安全送回家。”
赵娜说，全程下来200元，感觉挺值
的。

不过，赵娜隐约感觉到老人还是
更愿意让她陪着去，毕竟和陪诊员不
熟悉，担心缴费出问题，一些小事情
也不好意思开口。

30岁的周小美最近请了一名代
厨，负责每天中午上门做午饭，两菜
一汤，外加简单打扫客厅卫生，一次
服务时间约两个半小时，费用 50
元。“我婆婆照顾孩子，腾不出手来
做饭，我这工作忙中午也回不去，请
个代厨解决了很大问题。”周小美
说，如果做四菜一汤的话，就不包括
打扫卫生，费用是 60元。

周小美说，代厨服务虽然解决
了家人的午饭问题，但菜品的口味
有时不能满足需求，而且，代厨在
上门服务前就说明不做太过复杂的
菜品，因为费事的菜需要占用太多
时间。

对于一些养宠物的家庭来说，外
出探亲、度假或办事，宠物如何安置
成了麻烦事。最近就有人做起了宠物
寄养的服务，代管小猫小狗，负责提
供笼子和食物，并进行简单护理，一
天 80元至 200元不等。“去年我出门
几天，我家狗狗就在别人那里寄养，
接回来时膘肥体壮，就是脏了点。”
市民小谢觉得这项服务很赞，方便了
很多人。

这些新式“代劳”服务的推
出，无疑让生活更加便捷，加上方
兴未艾的代驾、跑腿、代购等，可
以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这些代劳
服务在便民的同时，也有诸多问
题，比如代厨的健康有无保障，所
做的食品是否安全；陪诊员在陪诊
过程中是否充当了“黄牛”，陪诊质
量有无保证；宠物寄养的环境是否
良好，宠物病了谁来负责……因没
有规范的监管平台，一旦出现纠纷
也很麻烦。

一些市民表示，对个人来说，花
钱找人办事能节省精力，把自己从烦
琐的事物中解脱出来，还能满足当今
社会年轻人的个性化诉求。于社会而
言，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干，有助
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生产效率，从
而促进经济增长。

但也有市民表示，遇事代劳与
否，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老人看病更
希望子女陪同，孩子也更喜欢父母做
饭的家庭氛围，如果不论小事大事、
不管有空没空，都一味托付于人，久
而久之，可能会淡化亲情，动手能力
也会变差。因此，该自己出面、动手
的时候，还是尽量自己动手，承担起
应该承担的责任。

陪诊陪诊、、代厨代厨、、代养宠物代养宠物

代代劳经济出新劳经济出新
亦应亦应““代代””而有度而有度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繁忙的运河集市繁忙的运河集市（（资料片资料片））

运河畔的冬日农村集市运河畔的冬日农村集市（（资料片资料片））

运河边上的小运河边上的小““锅市锅市”（”（资料片资料片））

坚守集市的铁匠铺子坚守集市的铁匠铺子（（资料片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