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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淄博做精品水果生意的王新齐近
日如愿在位于张店区的大张集租到了一
处摊位，成为众多新入驻商户中的一员。
不到一年，作为淄博标志性大集及山东
黄河大集的一部分，大张集不仅固定摊
位和经营人员数量骤增，出现摊位“一位
难求”的火爆现象，黄金地段的摊位还衍
生出了摊位“转让费”，个别摊位的转让
费甚至被商户私下里炒到超万元。对
此，集市管理方回应，出现摊位“转让费”
是商户间的个人行为，按照相关规定，大
张集的摊位禁止私自转让，若有举报，将
回收摊位。

谈到此次入驻大张集，王新齐深有
感触地说：“对比从前，大张集的环境、秩
序、品质、服务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集

‘火’出摊位‘转让费’，证明市场确实被
搞活了，摊位也因此有了价值。”

大张集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上
世纪6600年代。起初，大张集为“四九”集，
1983年重新恢复并确定为“三八”集。
2013年，大张集开始沿鲁泰大道向东西
方向延伸。2018年，集市整体搬至大张
新村东侧，目前占地2万多平方米，整体
呈“T”字形。

据大张村党支部书记曹云超介绍，
过去的一年，大张集的确变化很大，不仅
固定摊位数量从600余个增加到720多
个，经营人员数量也突破了1000人，集市
高峰客流量超过10万人次。不仅如此，
大张集为大张村贡献的集体经济收入也
由2020年的90余万元，增长到150余
万元。

曹云超还介绍，大张集一个月6个
集，一年72个集，摊位因地段不同，每米
的租金为一个集7到8元，摊位费半年收
取一次。他说：“个别商户私下里转让摊
位的现象，属商户间的个人行为。而按
照《大张集市管理规定》，摊位禁止私自
转让，若有举报，将回收摊位。商户间若
有转让需求的，可到大张村村民委员会
办理摊位信息变更。”

大张集的“火”，与大集的管理提升
密不可分。通过采访记者了解到，为了

发挥好大集在活跃地方经济，方便群众
生活方面的良好作用，房镇镇创新推行

“集长制”管理模式，成立了大张集管委
会，设立大张集管理办公室。改变了以
往重收费、轻管理的旧模式，通过集中采
集入驻商户基本信息，建立监管档案，使
商户做到持证照上岗，守法依规经营。

根据大张集管理办公室提供的信
息，过去的一年，集市720多个摊位变更
商户信息的不足10个，入驻商户经营状
况稳定。

10月22日，恰逢大张集。实地采访
中记者发现，虽然集市上有不少商户因
摊位“转让费”而津津乐道，但实际上真
正转让摊位的人却很少。有商户打趣地
对记者说：“最火的时候，一天能卖七八
头猪、一万多块钱，这么好的买卖换作你
会转让摊位吗？”

记者在集市上看到，在眼下的大张
集，商户中除了有卖了多年瓜果蔬菜、海
鲜、点心、花鸟鱼、服装、各种肉类等商品
的“老面孔”，还多了许多销售“网红”小
吃、流行饰品、高档水果等商品的“新面
孔”。前来赶集的淄博市民周振用“日新
月异、惊喜连连”概括了过去一年大张集
的变化。他说：“今年以来，每一次赶大
张集收获都不一样，除了有传统文化带
来的浓浓烟火气，还有很多新鲜事物总
能让人眼前一亮。”

如许多赶集人员所说，过去的一年，
大张集及其周边发生了很多变化。随着
集市周边城镇化的发展，多个精品小区
建设完成，居住人员结构发生了质的变
化，对吃、住等生活用品也有了更高的要
求，集市所售商品的品质也因此得到了
提升。同时，伴随快速路网项目让本地
市民出行更加便利及淄博文旅的火爆出
圈，大张集不仅迎来了淄博市5区3县的
经营者和消费者，也让全国各地的游客
切身感受到了山东黄河大集的淄博
魅力。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姜涛

大集上
的气球和糖
果引起了小
朋友们的兴
趣。

→→大大集集上上
卖卖菜菜的的商商户户。。

←←大大集集上上
卖卖 熟熟 食食 的的
商商户户。。

→→正正
在在购购买买橘橘
子子 的的 市市
民民。。

←←正正在在购购买买西西
红红柿柿的的市市民民。。

大集上人头攒动，十分热闹。

一位难求、个别摊位“转让费”过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