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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菜场的春秋演义（下篇）

上篇说到计划经济年代的小菜场是统购统销的末端，下篇就从小菜场这个职业聊起，一直聊到小菜场的鼎盛、衰落和转型———“ 特约记者 姚志康

小菜场职业好比“臭豆腐”

计划经济年代，产业工人是老大，像冶
金、机械、化工、仪表等国有大中型企业里的
工人似乎高人一头，而像小菜场、环卫所等
行业的职工矮人一截。 然而，小菜场职业却
像臭豆腐———闻闻臭、吃吃香。 那时副食品
供应要凭票证，鸡鱼肉蛋要凭票；豆制品要
凭证，叫“小菜卡”，还分出大、中、小户不同
的供应标准。你去买豆制品，递上小菜卡，营
业员在卡里打勾或盖戳。 熟人朋友去了，定
额用完了，营业员假模假式地在小本子上画
一下，照样卖给你。 商业系统内部还有互通
有无的“潜规则”，你是烟糖行业，你多秤一
斤白糖给我，我改日多卖一斤肉给你。 绸布
店零头布吃香 （布票对半折、 价格打六、七
折），绸布店营业员会给菜场营业员留着，改
日来新鲜热气带鱼自然给绸布店营业员留
两条。 一句话，计划经济年代的商业职工小
日子还是蛮滋润的，应了一句成语：“近水楼
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

第一批新生职工出自财贸中学

笔者好友陆锡民先生，曾经担任过长宁
区副食品公司的副总经理。 他从 1962 年参
加工作到 1988 年提拔调离， 在副食品行业
工作了整整 26 个年头。 没想到的是，老陆退
休后受聘回到美天副食品有限公司（原区副
食品公司）发挥余热。 老陆说，他入行前，小
菜场里许多老职工还是半文盲，能识秤会算
账，就是写不了几个字，念完高小的算是高
学历了。

1959 年成立副食品公司后， 区里从外
系统调进一批干部担任站长、 经理等职务。
但营业员队伍还是没有起色。区财贸办采取
了“输送新鲜血液”的举措。在区教育局的支
持下，将致远中学（现为区委党校，党校前身
是卫校，卫校的前身是长虹中学 ,长虹中学
前身致远中学）改为长宁区财贸中学。 财贸
中学为区商业系统输送了两批毕业生。老陆
是第二届，1962 年 7 月毕业分配至西法华菜
场供应站。之后，不断有“社会青年”（落榜的
初、高中毕业生）进入菜场工作，笔者堂姐是
1964 届初中毕业生， 被分配到了古北合作
菜场，一直工作到退休。 到了 70 年代后，大
批初中生和返城知青顶替父母进入菜场职
工队伍。

小菜场里“摆篮头”的酸楚

计划经济年代，市民百姓凭票证购买荤
菜还得赶早。去迟了，手掌宽的带鱼卖脱了，
只有皮带窄的小带鱼，你说气人不气人。 上
海方言里有一句俗语“摆篮头”，意思是提前
排队。 出典来自上世纪 60 年代半夜去菜场
排队的掌故。 特别是逢年过节，为了办一桌
像点样子的年夜饭， 市民排队的劲头更大
了。 为了能在第二天临晨开秤时买到好货
色， 就得在上半夜去鱼摊头肉摊头前排队，
怎么排？ 先放一只破篮子或一块砖头。 怕有
人踢掉，采取轮流值守的办法，看护“篮头”
和“砖头”。笔者少年时代常和宅上的小兄弟
们轮流值守“篮头”和“砖头”，还和对过天山
四村里看护“篮头”的半大孩子打过架。

等到次日临晨开秤前，家里大人会来接
替通宵值守的孩子们。 写到此处，笔者从心
底涌起一股酸楚，说给 80 后、90 后、00 后的
孩子们听，不啻是天方夜谭。

“双轨制”小菜场的鼎盛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农村“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发端的中国改革大业拉
开帷幕。农业生产力的解放促进着农副业生
产水平的提高，直接影响着“米袋子”和“菜
篮子”的丰盛度。 80 年代中期，国家率先放

开粮油收购市场，农副产品开始进入“双轨
制”时期，即计划外农副产品可以自由贸易。
农业部还在 1988 年提出 “菜篮子工程”建
设，各级政府都成立领导小组，省长抓“米袋
子”，市长抓“菜篮子”。上海小菜场在计划调
拨“轨道”之外，又开设一条自行采购的“轨
道”。

72 届初中生 （其实是 71 届 ， 顺延至
1972 年分配）钱先生，第一份工作是天山菜
场（现在 SOHO 天山广场原址）肉案上的营
业员。 70 年代末，他“一刀准、一口清”的业
务能力和出色表现，让他荣膺上海市“新长
征突击手”称号。不久，走上区副食品公司的
领导岗位。 “双轨制”时期，他经常带着采购
员，南下福建采购笋干、冬笋之类土特产，北
上黑龙江采购黄豆（豆制品厂原料），中间来
到安徽无为县采购麻鸭。 为了搞好供销关
系，原本不会烟酒的他，也学会了抽烟喝酒。
好多年后，钱先生回忆那段采购日子还充满
成就感。凭票证供应的匮乏年代在“双轨制”
时期画上句号。 “摆篮头”的悲催日子一去不
复返。

“盆菜”速冻半成品之“祖先”

进入 80 年代的小菜场变化不仅体现在
商品的丰盛， 还体现在供应方式的变化,其
变化的显著标志是“盆菜”供应。当年许多双
职工家庭早上来不及去菜场，傍晚下班路过
菜场，买几只盆菜，回家上灶一炒 ，省时省
力。 这一盆菜供应就是当今 “新雅”、“阿美
姐”、“好得唻”等速冻半成品的“祖先”。当年
冷藏设备欠缺，新鲜食材现配现卖，到收市
时卖不完，削价供应，不少菜场附近的居民
就候着削价时刻到来，能买到便宜盆菜。

市民菜篮子的丰盛度也决定着小菜场职
工收入的高低。 在那个时期照顾夫妻分居调
回上海工作的老徐， 被区劳动局分配进天山
菜场。第一个月领薪水数着一叠钞票，他有点
不适应，因为，他在外地工作时，没有奖金一
说，而新单位的奖金收入超过工资收入。

说到天山菜场，还不得不提上海第一家
副食品超市诞生在这家菜场里。 上世纪 80
年代初，“超市”这个名词对中国大陆百姓还
很陌生。 1983 年，区财办空降一位机关干部
至区副食品公司担任经理。 这位周经理，观
念很新，带人南下广州考察市场，将刚刚在
中国大陆起步的超市引进天山菜场。那会儿
上海还没有生产超市货柜的厂家，周经理按
照考察拍摄的照片样式，自己加工生产。 天
山菜场的副食品超市一开张，受到行业内外
的追捧，接待过无数批大小领导的视察。

90 年代传统小菜场难以为继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双轨制”带
给小菜场的繁荣维持不住了。 90 年代中期，
长宁区副食品系统在职职工 4000 余人，退
休职工 2000 余人。 养老金社会统筹尚未施
行，每家小菜场都背着沉重的经济包袱。 许
多退休老职工人去世了，生前的医药费还没
报销，家属报销要排队等候。而市场这一头，
却是越来越开放， 谁都可以做副食品生意。
个体户做得风生水起。背着沉重“包袱”的传
统小菜场，却是多做多亏，最后只能“关停并
转”。将场地房舍租给其它行业，收取租金也
比自己经营来得赚钱。

那段艰难岁月，正是上海“百万职工大
下岗”、“百万市民大动迁”的改革阵痛期，马
路菜场在市政建设和旧区改造中绝迹。为保
证市民“菜篮子”正常供应，政府会在动迁改
造中偿还一部分房产给副食品公司，也就是
现在九华商业集团旗下的这一批菜场地产。

菜场姓“菜”，政府没有撒手

千做万做蚀本生意不做。既然自己经营

不赚钱，那就采取租赁经营。 为了维持菜场
的生存， 一度还借鉴农村承包责任制做法，
实行菜场内部的柜组承包。 实践一段时间
后，发现肥了承包人，并没有扭转菜场的整
体局面，还常有缺乏诚信的投诉发生。 个别
菜场又探索引进外来资本， 搞合作联营，诸
如天山菜场一度与港商合作，搞什么“食品
总汇”项目，也没做赢，后来把物业租给华联
超市，最后卖掉物业。这一系列称之为“付学
费”的改革探索，都未能彻底改变主渠道不
景气的局面。自然引发市民包括“两会代表”
的不满，政府发出“菜场姓‘菜’”的声音，进
行干预。

作为长宁区副食品龙头企业美天副食
品公司，自 2000 年开始，实行所有权和经营
权分开的改革探索。也就是市民眼中现在的
小菜场状况———摊位出租。承租的摊主几乎
全部是外来务工人员。 目前，菜市场里上海
户籍的个体户占比不会超过 2%。 进入菜场，
淮北口音、苏北口音、河南口音、山东口音不
绝于耳。当年小菜场职工也是以苏北籍职工
为主，可老职工们的儿子辈、孙子辈再也不
愿卖菜贩鱼了，将这一“饭碗”拱手让给来上
海讨生活的外省农民朋友。 这些外来摊主，
凭着吃苦耐劳，在上海打下一片属于自己的
天地。他们中的佼佼者已不是租赁一个柜台
了,而是做起批发生意,成了鱼老板、禽蛋老
板。 还在上海购下房产，扎下根来了。

“美天”标准化菜场 2.0 版问世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让出租方美天副
食品公司的业务发生变化， 由经营变成监
管。 从 1.0 版本的标准化示范菜市场建设入
手，规范出租柜台的经营。 美天旗下的玉屏
菜市场当时成为全市的样板菜场。 2017 年
又推出 2.0 版本标准化示范菜场 。 何谓
“2.0”？ 即超市型菜市场，统一收银，所有菜
品、商品可追溯生产地乃至生产日期、批次，
率先亮相的是平塘路上的美天平塘菜市场,
得到市商务委的肯定，并在全市推广。 后又
开出了美天新遵义、美天虹梅和九华邻里中
心的美天安顺等多家 2.0 版菜市场。

九华邻里中心的美天安顺菜市场地处
安顺路凯旋路口， 紧挨着轨交 3 号线高架。
去年底试营业， 今年 6 月 1 日正式挂牌开
张，为了写好这篇文章，笔者实地踏勘这家
超市型菜场。用上海话讲：擦呱喇新。这幢长
条形建筑由“美天”上级公司九华集团投资
兴建，美天安顺菜市场开在二楼，笔者目测
一下营业面积约在 800 多平方米。 无须笔者
赘言， 网友可看文章下端笔者拍摄的照片。
据业内人士介绍，这家菜市场是目前全市范
围内同行业的标杆。

群雄逐鹿的副食品市场

如今，“美天副食品”还是不是“主渠道”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副食品供应已进入群雄
逐鹿的多元时代，既有所有权经营权分开的
“美天系列菜市场”；又有其他行业或企业开
发管理的诸如新泾三村菜市场、新渔东路澳
华综合市场等；也有诸如世纪联华、农工商、
家乐福等大卖场副食品超市；以及渗透居民
区的自助式蔬菜购货机；更有送菜上门的电
子商务平台。

对于市民百姓而言， 买小菜渠道越多，
选择也就越多；对于商家而言，要想取悦消
费者，还真得在“亲民”上下功夫。 这个“亲
民”既包含价廉物美，更看重食品安全。笔者
真心希望“美天系列”菜市场，在群雄逐鹿的
副食品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写作得到陆锡民先生帮助， 本文菜场
老照片由美天副食品有限公司提供，在此一
并致谢！ 】

上世纪 80 年代菜场生意兴隆， 市民
手中的塑料带编织篮替代易损坏的竹
篮子。

1986年，时任区副食品公司副总经理
的陆锡民， 带队参加在虹口举行的全
市副食品展销会， 他在校验鸡爪的分
量，时年 40 岁。

盆菜是 80 年代菜场供应的创新之
举，图为天山菜场的盆菜供应专柜，品
种丰富。

1983年 4 月，轰动上海副食品行业的
天山菜场二楼副食品超市开张。 从图
中货柜看，还很简陋。

美天虹康菜市场的环境和管理可以和
大卖场的生鲜超市媲美。

一家名为“强丰微菜场”的自助购货机
开进天申大楼小区。

美天集团开设在九华邻里中心的美天
安顺菜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