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慧如当代大学生，几个回合后也摸出逛早市的“门道”：普通居民会在早

上7点之前去早市采购最新鲜的食物，然后火速回家做饭。8点钟之后

是各类蔬菜水果们的“甩卖”时间，时间越延后，打折的力度越大，有时甚

至能打个对折，“不去不要紧，一逛我才发现，早市的价格是‘真香’！”

手表指针划过9点，早市人流渐少，最后一根油条也卖光了，老杨

开始用废弃的面团清理压面机，这两天他打算把切面的种类也加上，肯

定能多挣到钱，“这几年真是不容易，也都挺过来了，眼下是越来越好

了！”老杨很乐观。他20多岁时从德惠农村来到长春市里，学厨师，给

别人打工，结婚生子，后来和爱人开了一家小饭店，现在交给儿子经

营。这几年早上支早点摊，白天帮儿子忙小饭店。农村的土地交给亲

戚耕种，每年也是吃穿不愁了。可他们也不想在家闲着，“好好挣点钱，

等国庆节之后就出门旅游！”老杨一提起这个打算，笑纹立刻顺着嘴角

延展开去。

开栏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

为更好地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顺应民心，吉林日报今天开设《民声·调研》栏目，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具体问题，问计于民、问计于实践，研究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

我们诚挚邀请您致信jlrbtg@126.com和党报“互关”，说说你关心关注的新现象、新情况、新问

题；我们也会主动联接您的朋友圈，发掘选题，传递呼声，共同探索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

纸上或指上，我们始终互动；家事与国事，我们事事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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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朝阳区超群南街派克综合早市。老杨每天零

时起床做豆浆，清晨4点多带着弟弟叔叔和表妹就到了

摊位，擀面、烧油、摆桌，不到5点，第一位客人上门了，两

份豆腐脑、四根油条打包。老杨在案板上做好剂子，一

一下锅，老杨的叔叔看锅、起锅，弟弟负责收钱付货，表

妹打豆浆、豆腐脑交给顾客，一家人配合默契。慢慢地，

摊位前围拢的人越来越多，排起二三十人的长队。“市场

才开门第三天，天气好，一下多了这么多人，属实没想

到！”老杨一边忙活一边说。

最能感知季节的场所应该就是早市菜摊了，春意在

一捆捆鲜嫩的菜叶中荡漾开来。水灵灵的小萝卜菜、臭

菜、小白菜吸引着摊前的人流。“早上3点从公主岭市怀

德县过来，菜都是自家大棚产的。”摊主大爷风尘仆仆，

一眼就能看出他刚从田间赶过来。两座大棚，加上早市

的经营，每年的春天都是他忙碌生活的开始。今年他确

信能有更多收入，“大棚里的新菜种再过20多天就能卖

了。等再暖和点，市场人也更多，收入不愁。”对市场同

样信心十足的还有派克市场负责人杨湳，据他介绍，派

克综合早市从去年开始营业，一开张就非常受附近居民

的欢迎，今年刚刚开张几天，人流密度和各家营业额就

已经远超去年。

东北大学生有多爱逛早市？这种壮观场景在东

岭南街可一窥全豹。“东岭南街早市到处是人、到处

排队……感觉全长春的大学生都要来了。”有网友在

某点评网站上发布如下感悟。

东岭南街早市附近楼盘众多，周边居民加上为赶早

市远道而来的市民，6点半左右人就明显增多，电子支付

到账提示声此起彼伏。曾几何时，早市只是爷爷奶奶和

家庭主妇的专属，如今神奇地加入了数量可观的大学生

队伍，“让我上早课，我会很痛苦。但为了逛早市5点半

起床，我就可以！”

早市也没有辜负他们，用满满的收获感甚至幽默感

回报早起的诚意，“好多店家的招牌纸都写得很有意思，

我在这里看到好多世界之最，什么宇宙最香的瓜子、东岭

南街最甜大樱桃，劳动人民真可爱！”7点半一过，市场里

已经摩肩接踵，手持各种“购物神器”的市民可以轻松闲

逛，没有购物车的大学生们手里已经大包小包，“菜新鲜，

价格也便宜，什么都有，什么都想买，但真拿不动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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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早市见证了我们和人间烟火

的久别重逢。它一头连着居民的

“菜篮子”“米袋子”，另一头连着摊

贩商户一家老小的生计，满蓄城市

的生机与能量。有人“嫌弃”它阻

碍交通，带来扰民和消费安全的问

题；也有人奔赴街头巷尾就为体会生动的市

井人情。本周，长春市民方小丽的来稿使我

们深受触动。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在柴

米油盐的劳碌间歇为早市买到的大葱与鲜花

拍下美美的照片，并配文：买葱是生存，买花

是生活。要好好生存，更要热爱生活呀！

我们由此捕捉到平凡生活里的细微感

动，和人们对火热生活的坚守与信奉。于是，

本报群众工作部以长春为原点，集结延吉市、

梅河口市的通讯员，共同踏查了多种城乡之

间的早市样本。当城市醒来，人潮开始涌

动。走，让我们逛早市去！

买葱是生存，买花是生活。要好好生存，

更要热爱生活呀！ 方小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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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开手机，社区群里不时就有人问：“邻居们，附近的早市在哪里？”

社交网络上，我们真切感受到大学生们对早市的热爱——“我们寝室6

个人去早市，两个人在肉蛋堡那里排队，两个人排牛肉饼，还有两个排

油条和麻花。”今天的早市，似乎已经从居家生活的重要一环，逐步演化

为大学生体验生活的特殊场地，进而晋级成外地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无论你曾拜它所赐而吃饱还是因它的杂乱而烦恼，总有某个瞬间，你会

领略它的无穷魅力。早春，我们深入长春市、延吉市和梅河口市三地，

从早市里体味经济回暖的最初脉动，以及人们奔出家门逐步摆脱疫情

阴霾的喜悦和生机。

大名鼎鼎的延吉市水上市场，因市场沿河而建得名，

是本地市民、外地游客极其钟爱的“网红”打卡地。虽然

只是一个早市，但市场上吃的用的非常齐全，尤其是带有

浓郁朝鲜族特色的美食，成功把水上市场送上“东北地区

最具代表性和最热闹的早市”热搜。米肠、打糕、紫菜包

饭……每个摊位前都人头攒动，其中不时出现外地游客

的身影。

我们遇到正买朝鲜族酱菜的一对小情侣，是在长春

读大学的大二学生，男孩家在青岛，女孩来自河南。他们

听本地同学说延吉值得一来，就做好攻略、坐上高铁，开

始了这次短途游。帽儿山、延边大学、珲春，都在计划之

中，“延吉水上市场在网上特别火，肯定是要来打卡的！

这些都没吃过，买来尝尝，再带点给朋友。”正忙着装酱菜

的摊主金珠似乎比顾客还开心：“这几天进账不少，买卖

要是能维持住这样，我就知足了！”

早在前几年，朴大哥的打糕就已经是全市场最火的

摊位，本地人认可，外地游客路过也不由分说地购买，朴

大哥的打糕摊俨然成了各路“网红”打卡的标志地点，“去

年生意最旺时每天打百来斤左右就很多了，现在是天刚

暖和，旺季还没到，每天就能打100多斤了，往后肯定越

来越好！”朴大哥卖力地抡锤子、做打糕，满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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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河口早春的清晨还带着些许凉意，吴大哥

便早早来到自己的摊位上开始卖鸡蛋，他的叫卖

声吸引了很多顾客。吴大哥说，他每天凌晨4点

就会将前一天从各个厂区进货的鸡蛋拉到这里，

因为鸡蛋新鲜又便宜，所以生意一直特别好，“我

干这行已经10多年了，原本只是给各个饭店供

货，现在早市卖得也相当好。”

被梅河口的红火市场吸引而来的还有黑久臣

师傅。他是回族人，今年50岁了，来自内蒙古，当

初就是看好梅河口的发展，带家人来这里定居，现

如今已经有7年多。每天早晨，他的羊肉汤店铺

前都挤满了人，一家三口不停地忙碌着，锅中奶白

色的羊汤香气四溢。“早晨2点起床准备食材，要

先将汤熬好，然后将面和馅都准备出来，3点多就

往这边出发，剩下的等到了地方再继续做。”黑久

臣说，“我们一家原本是靠给别人打零工过日子，

现在能在早市做点自己的小买卖，比打工挣得可

多多了，现在每天干活都挺来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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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手记

早市有说不完的话题。作为城市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无论是叫卖

声、讨价还价声、呼朋唤友声……声声入耳都是民声民意。从生鲜电商

购物转战到早市，亲手挑选喜欢的、新鲜的食材，平淡如水的生活因此

而火热。在随机走访的几处早市里，我们发现不乏有选址科学、运营规

范、人气爆棚的良好样本。实践证明，早市的运营和养育孩子的过程类

似，需要规划者用心、管理者走心、从业者贴心，历经长时间的培养与调

整，才能诞生一个利民不扰民的火热市场，进而为全省地摊集市的有序

铺开做出良好示范。

城市你早，春天你好。一个热气腾腾、勃发生机的吉林，在早市里

等待与你相遇！

（通讯员邱绵博、郭展彤、李云龙，读者方小丽对本文亦有贡献）

长春世纪广场早市（新城大街与连云港街交会

处）

开放时间：早4：00-10：00

公交：103、115、120路、轻轨3号线（世纪广场站）

长春东岭早市（东岭南街与南湖大路交会处）

开放时间：早5：00-9：00

公交：G17、238路

长春派克公园早市（超群南街与创意路交会

处）

开放时间：早4：00-9：30

公交：164、205路、高新3、4号线

长春合心镇大集（合心镇农贸市场）

开放时间：每周六全天

公交公交：：107107路路

手把手带你探路长春早市手把手带你探路长春早市，，非自驾居民请这样走非自驾居民请这样走

热气腾腾的参鸡汤和狗肉汤是游客们首选的打卡美食。 李云龙 摄

延吉水上市场，居民正在排队购物。 李云龙 摄

长春派克公园早市，各种面点吸引着顾客。 本报记者 张慧勇 摄

接地气

临江市苇沙河镇苇沙河村三面环山，一面向水，鸭绿江蜿蜒依

村而过。村民时而在朋友圈里秀一秀水光山色，时而去苇沙河广

场的地标石碑处“打卡”，村委会也正在研究如何开发苇沙河村新

的文旅亮点，推进“我为祖国守边疆”徒步栈道等项目建设。

这一天，村民陈娜娜发了一条朋友圈：“苇沙河村哪里都美，就

是石碑（镇名石）掉色了，有点尴尬。”第一书记张亮看到之后，立刻

召集村书记、驻村工作队，表示：“咱们在推进文旅项目之前，首先

应该挨家挨户发放问卷调研，听听村民的意见。”

3月27日一大早，村委会和驻村工作队分别走访近100户村

民，以问卷形式调研村民对旅游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半天时

间，收集了近150张问卷，有一半村民希望把苇沙河村的地标性石

碑补漆描红。张亮和驻村工作队第一时间买来了油漆，对苇沙河

石碑进行补漆描红。

石碑焕然一新，村民们当成新鲜事，三三两两地在崭新的石碑

前合影。张亮在工作日记里写道：“今天回应了村民的小建议，很

累，但很值。只有一点一滴解决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现实问题，才能

使全省大调研取得更好的成

果。调研能更好地解决民生问

题，发动村民更多参与村里大小

事务。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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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河口市滨河北街早市人头攒动。 赵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