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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山从不缺少美，更不缺少发现
美的眼睛。为展示浮山风采，积淀社
区文化艺术底蕴，本报特开设居民作
品展示版块，欢迎您将自己满意的作
品投给我们，书画、摄影、原创诗歌、

散文等作品皆可，我们将择优刊发。
投稿时需标注姓名、社区以及作品名
称。期待您的参与！联系电话：
87896465、18863999178，投稿邮
箱：fushanxinwenhui@163 .com。

□旭东社区 毛绍泉

李村河水六道弯，沿岸奇石九连环。
往昔旧貌寻不见，脱胎换骨展新颜。
草青水碧众禽戏，花红树绿游人恋。
靓丽幽雅风景线，完美和谐大观园。

□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晨

“即墨乡集十有三，城阳、流亭、
李村、棘洪滩……”关于李村集最早
的记载出现在明万历年间的《莱州府
志》中。说起李村大集，青岛人几乎没
有不知道的。而对于浮山人来说，李
村大集则是一处特别的存在，有人因
此找到了谋生的道路，开始致富奔小
康，有人则在这里享受到了商品经济
发展带来的便利，勾勒出幸福生活的
模样。
早先的李村大集位于李村河滩，

明万历八年《即墨县志》所附的地图
上，还标有“李村集”地名。可见，李村
集至少有430年的历史了。
“民间有句俗语：只有想不到的
东西，没有在李村大集上买不到的东
西。瓜果梨桃、米面粮油、水产海
鲜……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应有尽
有、物美价廉，老百姓们都喜欢。”今
年80岁、家住九水路的尹吉恕是土
生土长的“老青岛”，上世纪四五十年
代，他就住在李沧上藏村。在他的印
象里，那时的大集就是远近闻名的商
品交易、货物买卖市场，商品种类齐
全，数量也多，赶集的人络绎不绝，一
派繁荣景象。
《李沧名胜古迹的传说》口述人
张崇纲还介绍，从1955年开始，原崂
山郊区人民政府每年春、秋两季都会
在大集上举办为期5~7天的“物资交
流大会”，并在集场河滩上搭起高大
的戏台，请来专业戏班子演出大伙爱
看的“柳腔”“茂腔”等传统戏，气氛非
常热闹。
李村大集的发展是正青岛商业

发展历史的佐证。据尹吉恕回忆，上
藏村盛产水果，小时候家里穷，交通
也不方便，赶一趟集很不容易，于是

赶集那天，天不亮，他就跟着姥爷、叔
父们出发了。“得步行一个多小时，挑
担子带孩子的，走的时间就更长了。”

尹吉恕说，那时集上的摊位不是固定
的，菜农们常常凌晨4点钟就去占位
置。

卖完自家水果，尹吉恕一家就在
大集上四处逛逛，再添置些物品，而
作为小朋友，他也能向家人讨来烧
饼、炉包之类的“奖赏”，高兴得不得
了，时间一晃一天。
大集虽然繁荣，可由于地理位

置、历史发展、管理等原因，也存在
着一系列问题。“李村河一直以来都
是泄洪通道，汛期可能会影响业户
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且随着形势
发展，大集周边乱搭乱建、环境脏
差、交通拥堵等问题日渐突出。”尹
吉恕说，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左
右，大集曾搬迁过三次，前两次，搬
到了崂山区中韩和现在的八医附
近，但没多久便全部搬回；第三次搬
到了峰山路附近，最终业户们又返
回了河底。
2015年 3月，经过前期充分调

研、论证与规划，李沧区政府决定以
安全综合整治为切入点，对李村河底
经营业户实施整体搬迁，彻底解决李
村河中游存在的一系列重大安全隐
患问题，将李村河中游打造成集休闲
娱乐、餐饮购物、文化旅游为一体的
绿色产业带和城市居民休闲旅游观
光带。2015年4月，大集搬迁工程启
动，2016年7月1日，位于青山路、重
庆路路口的“新大集”开张了，建筑面
积2 . 34万平方米，每逢农历二、七，
大集上依然热热闹闹，林立的小摊、
涌动的人流，继续昭示着这个百年大
集的生机与活力。
“往外搬的时候很快，几乎一天
就全搬走了。”作为大集搬迁的见证
人，尹吉恕用相机定格下了这历史性
的一刻。“现在看看咱河底，风景如
画。新大集更是功能齐全，管理规范，
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尹吉恕说，就这
样，跨越沧桑、历经风霜，百年大集迎
来新生，现在他有空就会到河底转
转，捕捉居民幸福的瞬间及李村河靓
丽的“身影”。

衍生于河滩，搬迁中“重生”
——— 李村大集的百年蝶变

李村大集旧貌。尹吉恕 摄

大集迁出后，李村河底风景如画。尹吉恕 摄

[ 浮山记忆 ]

[ 舞文弄墨 ]

福临社区 孙玉亮 福临社区 曲惠祥

文韵浮山，欢迎投稿

新李村河

□旭东社区 毛绍泉

靓丽青岛袒胸怀，乐乎朋自远方来。
碧水蓝天舞清影，齐风鲁韵泼重彩。
合作共赢谋发展，互利同惠建平台。
上海精神旗帜炫，丝绸大路锦绣开。

青岛，为你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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