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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熙攘攘的人群、琳琅满目的商品、香味四溢的小吃……清明时节，海安又迎来一年一度的会市。关于海安会市，你了解它的历史变迁吗？今年的会市和往年有
哪些不同？海安人怎么评价眼中的会市？昨日是清明节，也是海安会市最热闹的一天，不妨跟着记者的脚步，去这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会市“凑凑热闹”，找寻历史与
现代的痕迹。

海安会市的历史变迁

“这里是文物保护点，不能设摊。”4 月 3

日，塘下镇委副书记谢震海带领办事处及相

关部门工作人员来到会市现场检查，发现有

摊贩在蒋幼山故居内设摊，工作人员立即将

其取缔。随后，一行人又发现一摊位吊灯低

垂，电线交错，正在使用电热水壶，工作人员

向摊主说明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后，对其采取

断电处理。这几天，海安办事处及安监、市

场监管、电力、派出所等部门单位加班加点，

联动护航会市安全与秩序。

早在一个月前，海安办事处就开始研究

各项事宜，推出“清明集市管理预案”，成立

了清明集市管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集

市社会治安秩序维护组、集市交通秩序管理

组、集市经营秩序管理组、消防安全管理组、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组、食品安全和环境卫生

管理组、宣传文化市场管理组、后勤接待组、

森林防火组等，每个组设有多个分组，配备

人员在各自区域内巡查管理，并要求相关村

成立管理小组，落实责任人。

针对集市期间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海

安办事处还成立了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

根据治安刑事案件、消防安全事件、公共卫

生突发性事件、防踩踏应急事件等进行分

类，配备相应联系人，一旦发生突发情况，各

有关单位、责任人需及时报告，做到责任到

位、措施到位和人员到位，把损失减少到最

低程度。

会市期间，随处可见身穿制服的民警站

岗。交警塘下中队每天抽调 18 名警力，配合

海安办事处做好各项交通管理工作。交警分

别在东门路口、朝阳路路口、南门路口和海

阳路路口疏导交通、管制车辆等。另外，市

公安局和鲍田派出所抽调 120 名警力协助会

市治安管理。

为确保集市期间的交通通畅，海安办事

处在宾阳大桥、海北村办公楼、海安商业大

街西门路口、海安商业大街朝阳路交叉口、

海安商业大街城南西路交叉口、吉水桥、朝

阳大桥 7 个地点设置交通管制卡点。

此外，为确保集市期间的消防安全，海

安办事处大院和镇海村办公楼边停放两辆消

防车，东门城隍庙边停放一辆简易消防车，

海东、北门、西门、南门、朝阳街等地共配备

10 支 35 千克重推车灭火器，同时在镇海、城

南、镇东等村各个点放置 10 支 4 千克重灭火

器，一旦发生火灾，采取多种措施及时灭火。

根据“预案”规定，今年集市时间定为 4

月 3 日至 4 月 12 日，4 月 11 日、12 日办事处

工作人员动员摊主有序撤离，4 月 13 日将组

织有关部门强制清场。

我今年8岁，学校清明节放假，这是我

第一次来海安会市，爸爸开着摩托车带我和

妈妈从鲍田过来。我看到有很多人，有很多

小摊子，有卖玩具的，卖吃的，卖衣服的，还

有很多小动物。在路上还有人打扮成孙悟

空，他拿着金箍棒，头上戴着长长的羽毛，身

上毛茸茸的。我开心地和孙悟空合了影。

妈妈喜欢看衣服，我喜欢吃东西，我看到很

多好吃的，有章鱼小丸子，薯片塔，还有西

瓜、哈密瓜、菠萝蜜。我没吃过菠萝蜜，就叫

妈妈给我买了菠萝蜜，味道甜甜的。我觉得

会市很热闹，很好玩。真希望妈妈明天还带

我来！

海安清明会市历史悠久，据海安老人们

回忆，在他们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会市了。这

么多年会市的发展离不开清明会客这一习

俗，每到清明，家家户户都会摆酒宴请亲朋

好友，吃完酒宴客人们就会逛一逛会市，为

会市带去人气，如今海安人仍旧保持着清明

会客的传统。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安会市的规模

还比较小，基本上以卖一些农具、竹木类家

具为主，会市的地点集中在东门街、南门街、

西门街、北门街、朝阳街，其中又以南门街最

为热闹。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生

活用品都是按计划分配，但是在海安会市

上，一些人将农具等物品拿出来交易，为人

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些便利。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海安会

市的规模越来越大，辐射越来越广，摊位从

城内摆到了护城河外，摆摊的人也从以前以

本地人居多变成现在由外地人主打。据介

绍，以前通常多为龙湾永强一带的人挑着担

子过来卖货品，现在来摆摊的外地人有文成

的、泰顺的、青田的，他们从福建、江西、广州

等地进货，一大车一大车地运过来卖。

现在卖的东西也越来越丰富。以前通常

是刀具、凉席、凳子等，现在有服装、饰品、家

具、花草、书籍、玩具等，品种繁多，其中花

草、衣服是主类，而且还多了很多品牌，如

“奥康”、“红蜻蜓”、“康奈”等。

小吃也是海安会市的一个重要部分。据

记者目测，现场小吃非常多，湖南臭豆腐、云

南过桥米线、内蒙古烧烤，还有炒栗子、冰激

凌等，南来北往各种风味都有。过去的会市

根本没这么多小吃，据村民回忆，那时候多

数是在油里煎的绵蒿馍糍，还有挑着担子过

来要用鸡毛换的麦芽糖、吹糖人等。过去会

市上有一些西洋镜让小孩子们玩，还有卖艺

人在街上表演戏法，如今这些都已消失，西

洋镜被旋转木马等游乐设施取代，表演戏法

的变成了飞车表演。

会市的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过去会市

仅持续两三天，如今海安会市一般会持续十

几天，十几天过后摆摊的都会撤掉，但是摊

子收掉后店面都还会开着，真正会市持续时

间其实有一个月左右。

“物以类聚”划区而售

4 月 3 日 9 时 30 分，记者赶到海安，发现

这里道路封锁，车辆不通，街上早已人声鼎

沸。与往年相比，今年会市的人气特别旺。

下了车，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色，

塘梅公路两侧摆满了树苗、盆栽等。纵观公

路两侧，满眼绿色，竟有一种清新之感扑面

而来。罗汉松苗、海棠花、杨梅树苗、榕树

苗、盆栽柠檬……种类繁多，应有尽有。记者

发现，在塘梅公路一侧，专卖绿化类的花卉、

果树等树苗，一般种植在户外；另一侧，则是

盆景、多肉等盆栽，属室内观赏性植物。

其实，这种“物以类聚”的现象在会市上

很常见，没有明文规定，商贩们自然而然地

分了区。比如，在塘梅公路一带，主要是树

苗、盆栽以及瓷器、古玩等，不少游客在此处

“淘宝”，更远处还有晾衣架、板凳、木梯等木

制品。

记者发现，一个瓷器摊吸引了不少人，

而摊主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原来小姑

娘是和母亲一起来的，两人来自厦门。平时

其母亲在厦门的厂里上班，到了会市开始后

才请假过来，摊上的东西都来自厂里。当记

者问及怎么想到来海安会市摆摊，小姑娘笑

着大声答道：“大会（市）我们才来！”

走进朝阳路，一股诱人的香气令人食指

大动，这里是吃货们不能挪步的“小吃区”，

滋滋作响的烤翅、新鲜出炉的打糕、各色糖

果、冰淇淋……深入朝阳路，则是衣服、鞋

子、皮包专区，不过这里仍旧有美食小吃的

踪影。

如果说朝阳路是“销金窟”，那么海安商

业大街就是“游乐场”。这里摆满了各种游

乐设备，旋转木马、水上滚筒、枪击气球、蹦

蹦床……还有少不了的“充气城堡”。也有新

奇的新游戏“机器人大战”，通过控制操作杆

来指挥机器人，推到其它机器人。一位少年

连连得胜，其它少年不服气，只能亲自上阵，

“手动”推到机器人。

而另一角落聚集了不少成年人，却都不

说话只是盯着地面，这是在干嘛呢？走进了

才发现，原来是在下象棋呢！双方思维敏

捷，只迅速过了几招，游客抬头粲然一笑：

“双炮，将军！”围观的人看得热血沸腾，跃跃

欲试。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一个奇怪的现

象，不管在哪里，总是能看到穿着“特勤”制

服的人走过。上前询问才知道，原来为了确

保会市期间的安全，海安办事处组织了专人

不断巡逻，还在每条街都设置了消防点，并

配备了灭火器。在每条街的进出口也都放置

了告示牌，严禁车辆停靠、进出。

街道、部门联动护航会市

管理者、海安办事处党委书记林祥武：
管理更规范了

他们眼中的会市

海安清明集市时间长、范围广、人员流

量大，需要多部门充分准备、联动管理，编织

好这张安全网，保障会市有序开展。今年海

安会市吸取往年的管理经验，完善方案，更

强调“群防群治”，根据“谁受益谁管理，谁主

办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宣传，强化集市业主

的安全防范意识，通过签订责任书的形式，

将责任落实到人。细心的人会发现，与往年

不同的是，今年会市的过道处、道路之间贴

上了疏散通道、禁止停车等标识，管理更规

范。另外，民众普遍反映，往年的会市虽热

闹，但持续时间过长，影响正常生活。根据

民众的反馈，我们将明确控制今年会市结束

的时间，绝不拖延，4月13日会市结束立即

组织有关部门强制清场。

海西村老人李世星：
内容更丰富了

我今年 69 岁，家住海西村，是个新居

民，虽不是地地道道的海安人，但也在海安

生活了 30 来年，每年的会市我都会来转

转。以前的会市规模小得多，只在城门附近

摆摊，如今不仅包括整条海安大街，还延伸

至鲍田、场桥等地，规模真是越来越大了，人

气比以前旺多啦！商品种类也越来越丰富，

以前主要卖农具、竹器、木器、铁器等传统用

品，如今不仅保存着具有年代感的商品，还

有游乐设施、小吃、通讯设备等，吃喝玩乐应

有尽有。虽说如此，但在我们老一辈人的心

里，更具韵味的还是从前的海安会市，那已

是一个节日符号，我们像盼望春节一样期盼

清明会市的到来。当时的生活水平和经济

发展不如现在好，但也正因如此，那时的会

市显得尤为珍贵和美好。

摊贩李阿姨：
竞争更激烈了

我是温州本地人，家住茶山，主要经营

绿化类植物。说起海安集市，我在这摆摊已

经有近20年的时间。你看我现在“店面”这

么大，品种也很多。其实以前来会市摆摊，

我东西都只有一点点的。那时候都得提前

准备，从自家园子里挖出树苗包装好，挑着

担子坐公交车过来，一趟往往要颠簸一个多

小时。现在方便了，我可以直接包车运过

来，省时又省力。那时的月季卖得最好,卖

完了还得回去再挑来。以前生意好，一天能

卖三四百元，多的时候能有四五百元呢。现

在的会市摊位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

生意反倒不如从前了，一天只能卖到一千

多，偶尔也有两千多元的。

学生小刘:
第一次参加真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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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海安会市人气特别旺

花木盆栽是会市常客 传统器具不能缺 竹椅仍有市场

现场制作麦芽糖 市民在挑选商品 “孙悟空”也来会市

卖瓷器的摊贩 会市警力配备充足 会市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