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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载】

这里给人以美感

——中山市市场掠影

（《南方日报》1989年 11月 18日第 2版 李迪生 余志翔）

提起农贸市场，人们也许会联想到那街边简陋的摊档，以

及那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情景。近日我们在中山市石岐镇参

观了新落成的几座农贸市场，看到的却是令人欣喜的景象：一

座座市场宽敞明亮，摊档整齐，清洁卫生，一走进去，立即有

一种舒适、美观的感受。

石岐的西郊有两万多居民，烟洲市场就座落在这里。昔日

的铁皮屋如今已变成一幢中西合璧的漂亮建筑物，它那深黄色

的琉璃瓦屋顶，淡黄色的釉面砖外墙，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敢相信这是一个农贸市场呢！这里二楼

是专门摆卖蔬菜副食品的，摊档整齐，地面干净。一楼则是水

果批发市场，新疆的哈密瓜、北京的水蜜桃、广西的西瓜、海

南的菠萝，琳琅满目，果香扑鼻。据主人介绍，这个市场不但

设备完善，而且对个体户实行“全天候”服务，即使三更半夜

进货，也有专人负责接待，三楼还设有招待所，为远道而来的

客人服务。现在，中山市面上供应的水果，90%是由这里批发

出去的。

我们来到市区的光明路，一座回旋形的大型建筑物展现在

面前。走过宽阔的台阶，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巨型的超级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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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面宽敞明亮、商品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从日用百货、

服装、工艺品、家私，到肉菜、水产、副食品，一应俱全。原

来，这是一个综合性贸易市场，建筑面积达 18800平方米，分

3层，设置了 1300 个档铺。尽管这里设施一流，铺租较贵，

但商品的价格却普遍比市面便宜。一些个体户告诉我们：由于

这里成行成市，生意兴隆，因此，他们大都实行薄利多销。

据中山市工商局的同志介绍，新近落成的烟洲、光明以及

华柏、翠亨等一批市场，是近年来为适应旅游业发展和群众生

活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第三代市场。在 1984年以前，中山全市

的市场面积加起来才 14400平方米，不少地方以街为市，“脏、

乱、差”现象严重。1984 年以后，中山市政府将市场建设纳

入了城建规划，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工商部门也连续 3年不

建宿舍和办公楼，将资金投放到市场建设上面来。到目前为止，

全市 33 个镇（区）已建起集市 91 个，总面积达 25.1 万平方

米，其中仅农副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就有 10多个。

这些市场建到哪里，哪里就兴旺起来。据统计，去年全市

的集市成交额达 4.2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