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宝1：1
-

仨p
暑昏
。3E。



即墨市市场

即墨市市场志编纂委员会

兰州大学出版社

士
J匕、

．●i'_j，．．

机=_q“目“

'a目钆●引引●搿t可日a_制1日≈1a‘引§4扪引，甜．啪研瓤州；jq门玑对md甜引●●州州-●¨钟1掣j
i

I“l

q穿，§4≥m_牛jq



即墨市史志编纂委员会

(2003年8月25日)

名誉主任 张洪训

主 任 李宽端

副主任 孙云忠 于 澎 宋希娟

毛成乐 郭玉娟 梁友全

李学民

委 员 乔宪君 韩乃桂 孙正本

于洪考 徐永国 董良省

国世清 孙圣瑶 周文毅

刘崇珂 傅正会



《即墨市市场志》第一届编纂委员会成员

主 任 李 健

副主任 肖志强 刘俊传 吴贤瑞

委 员 牟元贵 张仕训 宋云贵 隋爱玲

《即墨市市场志》第二届编纂委员会成员

主 任孙俭习

副主任 肖志强 刘俊传

委 员 牟元贵 张仕训

刘春波

主 审 刘俊传

副主审 宋云贵 刘春波

主 编 江顺世

副主编 李泽俊

编 辑 毕利春 江健健

工作人员 黄永平 黄玉平

’匡友洋 刘 涛

隋 勇
‘

吴贤瑞

宋云贵隋爱玲

徐 容

郑 波刘友芳

顾玉尧王成科



《即墨市市场志》第一届编纂委员会成员

主 任 李 健

副主任 肖志强 刘俊传 吴贤瑞

委 员 牟元贵 张仕训 宋云贵 隋爱玲

《即墨市市场志》第二届编纂委员会成员

主 任孙俭习

副主任 肖志强 刘俊传

委 员 牟元贵 张仕训

刘春波

主 审 刘俊传

副主审 宋云贵 刘春波

主 编 江顺世

副主编 李泽俊

编 辑 毕利春 江健健

工作人员 黄永平 黄玉平

’匡友洋 刘 涛

隋 勇
‘

吴贤瑞

宋云贵隋爱玲

徐 容

郑 波刘友芳

顾玉尧王成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已被淳朴勤劳的即墨人民注入新的内涵。1999

年，即墨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确立了“商贸兴市”的发展战略和建设“江北最

大市场群”的发展目标，出台了8条鼓励社会各界投资建市场的优惠政策和7项优惠待

遇。一石激起千重浪，千树万树梨花开，由此吹响了加快市场建设步伐的号角。即墨市市

场建设服务中心作为建设与发展市场的主力军，勇立潮头，大胆创新，与时俱进，按照一

手抓市场建设，实施量的扩张：一手抓市场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的发展思路，先后筹集建

设资金3亿多元，新建扩建专业市场6处，新增市场面积26万平方米。

自古盛世修志。即墨市场建设波澜壮阔，亮点多多；即墨市场发展突飞猛进，经验多

多。编修《即墨市市场志》，就是为了将市场的发展演变串缀起来，将市场的内涵提炼出

来，为今后更好地发展市场提供历史借鉴。

《即墨市市场志》的编写，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多方考证，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

改核实，力求做到资料翔实，事实准确，真正起到资政、存史、教育的作用。是为序。

即墨亨．市场建设服务中心主任本 健
《即墨市市场志》第一届编纂委员会主任。

‘～

2002年12月



序 言(二)

编史修志，功在当代，惠泽千秋。市场是活一万经济．富一方

百姓的有效载体。底蕴深厚的即墨自古就是^众物阜的商邑之

都；朴实勤劳的即墨人民有着数千年的经商传统。近年来，全市上

下围绕“商贸兴市”发展战略和建设“江北最大市场群”的发展目

标，秉承传统，依托优势，确立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多元投资，合理

布局，全力建设现代化大市场；科学管理，规范服务，营造良好的

经营环境；创新模式，提升品质，实施市场战略性转移，使即墨市

场的经营规模、经营水平不断实现了新的跨越

编修∥即墨市市场志》，将即墨丰富厚重的市场文化、发展经验等加以收集、整理和

提炼，这不仅盏干当世，且惠及后代。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市场在社会

中所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强一《印墨市市场志》上溯明天启年问，下至2003年8月．历

史跨度380多年，囊其古今，括其兴衰，集历史性、知识性、信息性于一体，是一部可信、

可读、可用的部门志书，对加快即墨市场发展，推动两个文明建设有着重要作用二

本次修志发轫于2002年初，成稿干2003年8月，定稿干2003年11月，志书告

成，可贺可庆，《即墨市市场志》成书之时，正是即墨掀起新一轮市场建设熟潮之时：国内

一流、国际水准的新即墨服装批发市场正在规划中；投资1亿元，建筑面积6．6万平方

米、被誉为即墨形象工程的即墨商城大厦正在建设中；丰富市场内涵，增强市场实力等

一系列提升市场品质的举措正在实施中。让我们同心协h，热爱这片热土，耕耘这方热

土，用我们的汗水和我们的聪明才智，使即墨这座古都商邑，焕发新的活h与生机，．是为

序，

盎耋勰鬈麓黧萎撼融俭习《即墨市市场志》第二届编纂委员会主任““。

2003年11月



凡 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突出地

方特色和时代特征，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共7章，计16万字，按章、节、目，采取以“事’’为“横’’，以“时”为

“纵”，上自明朝天启年间金家口辟商港，下至2003年8月，部分章节到2002

年底，力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 一

三、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档案、报刊、旧志，同时，采用了部分口碑资料。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综合运用志、记、图、表、录，以志为主。

五、本志以记录即墨市现辖行政区域为主，个别章节亦涉及历史上即

墨市所辖区域。

六、本志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夹注中国历史纪年，自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涉及到的称谓，2001年9月前称即墨市市场发展局，后称即墨

市市场建设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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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二垒苎望竺竺!

市场概述

即墨，踞胶东之咽喉，处青(岛)烟

(台)之通衢，交通便利，集散快捷，素有

“青岛后院”之称。胶济、青烟铁路纵横即

墨南部和西部，青(岛)石(岛)、烟青一级

公路、青(岛)威(海)、济(南)青(岛)高速

公路穿境而过。南距青岛港45公里，西距

蓝村火车站20公里，距青岛国际机场15

公里。被誉为黄海璀璨明珠的即墨，是古

邑盛都，有着4000多年的文化积淀；如今

被冠以现代商贸城的即墨，市场星罗棋

布，店铺鳞次栉比，八方商贾云集其中，各

类商品林林总总，到处呈现出一派蒸蒸日

上的繁荣景象。这里有江北最大市场群，

有在全国同行业排名前六位的服装批发

市场，有被誉为小商品集散中心的即墨小

商品城。

秉承传统依托优势

确立经济发展的切入点

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使即墨历史悠

久，文化底蕴深厚。据史称，早在春秋战国

时期，即墨已是东方人众物阜的通都大

邑，齐有即墨之饶，联袂与临淄并夸殷盛。

经济的发展，商业的振兴，使即墨拥有自

己的货币。这种货币名日“刀币"，制作流

通时间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种“刀币”

大量涌于社会商品流通中的时候，那一定

是早期即墨经济发达的一个闪光点。今

天，这些“刀币’’，不仅先后在即墨出土，在

济南等地也被人们发掘出来，部分被国家

收藏。

即墨之所以有早期经济发达繁荣、物

阜人众的闪光点，是与即墨得天独厚的地

理位置密不可分的。古称即墨形胜为东方

冠。其东，海碧山翠，有183公里长的海岸

线，擅渔盐之利；其西，平畴沃野785平方

公里，盛产五谷，为兴市提供了丰富的物

产资源。近代青岛崛于南，烟台兴于北，公

路、铁路相交境内，鳌山港、青岛港镶嵌左

右，为兴市提供了交通便利。

即墨发展专业市场起步于1984年，当

时素有经商传统的即墨人民，依靠党的富

民政策，依托传统和区位两大优势，率先

从经销服装做起，由“头发换针”的货郎

鼓，摇出了一个百货荟萃、商贾云集、名扬

全国的服装批发市场。当时，城郊农民利

用农闲时节，将自制的针织品、童装等拿

到当时位于城区农贸市场上出售，逐渐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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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服装市口，这便是服装市场的雏型。

随着规模的扩大，原市口的条件、设施已

满足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县政府投资将

服装市口搬迁到鹤山路商贸区，定名为即

墨服装批发市场，发展起第一处专业市

场。其经营范围和经营品种包括成衣、针

织、童装、布匹等市口，是一个典型的百货

荟萃的市场。之后又先后多次扩建搬迁，

到1994年，市政府投资4000万元，在鹤山

路中段建起了一个当时档次较高、规模较

大、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市

场，即墨服装批发市场也由此名扬全国。

目前该市场占地143亩，建筑面积6．5万

平方米，拥有经营门市房、摊位4590个，经

营业户4435家，其中外地业户954家，厂

家代理式业户600家，是全国百强市场，名

列全国服装市场第六位；上市商品以服

装、针织为主，多达5000多个品种，畅销全

国21个省市，部分商品还远销俄罗斯、阿

联酋等国家。商品交易额连年攀升，2002

年完成商品交易额78亿元。服装市场由自

发形成到规模发展，由综合市场到专业市

场，由地摊式、棚厦式成为门头式、楼体

式，由单一农民经营到汇集全国各地经营

者的发展过程说明，即墨数千年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的商贸文化，已深深地扎根

在这片沃土上。

作为率先兴起的服装市场，其带动作

用日趋增强，它的发展壮大，为今日“江北

最大市场群”的建成奠定了基础，成为推

动市场发展的“助推器’’和“孵化器”。自

1999年以来，该市场先后派生出建筑面积

14．3万平方米的即墨小商品城、建筑面积

2．38万平方米的布匹床上用品批发市场、

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的即墨服装城和经

营面积8800平方米的即墨针织城。

秉承传统，凸现优势，即墨人责无旁

贷。审时度势，商贸兴市，是即墨人绘就市

场蓝图、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大动作、大

气魄。1999年，即墨市委、市政府在认真总

结反思服装市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经反

复论证，确立了“商贸兴市”发展战略和建

设“江北最大市场群”的发展目标。邀请专

家对全市市场的近、中、长期发展进行了

规划论证，规划设计了五条商贸街和以鹤

山路为主线的“非”字型市场发展布局。根

据国务院管办脱钩的文件精神，成立了即

墨市市场发展局，赋予全市市场资产经营

和市场建设的规划论证等职能。出台了关

于加快市场发展的实施意见和8项优惠政

策、7项优惠待遇，由此拉开了即墨市场建

设波澜壮阔的场景。

多元投资合理布局

建设江北最大市场群

早先，即墨人外出或外地人来即，与

之交谈时，往往炫耀最多的是历史悠久的

即墨老酒和闻名世界的即墨花边。而现

在，对外地人夸的最多的是即墨市场。因

为即墨178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但镶嵌

着大大小小140多处市场，更可贵的是即

墨人对发展市场有着独特的见解：建一个

工厂，不如先建一处市场，办好一处市场

可带动一批产业，继而使市场与产业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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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荣。这种独到的见解和理念，非常自然

地吻合着“商贸兴市”战略，带有浓厚的文

化色彩，是一种深厚文化底蕴的体现，是

推动市场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力量。建设

市场群需要大投入，为解决钱从哪里来的

问题，即墨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向

全社会各种投资主体敞开市场建设大门，

通过政策的导向作用，激活民间资本，多

元化、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形成了投资

主体多元化、投资项目业主化、筹资方式

市场化的运作体制。自1999年以来，即墨

市场建设投资达8亿元，这其中有50％来

自社会投资，新建各类大型专业市场26

处，新增市场面积72万平方米，新增门市

房3．2万个，新增业户2．6万家。到2002

年，即墨已建成专业市场33处，占地2000

多亩，建筑面积70多万平方米。其中投资

过1千万元的市场12处；年成交额过1亿

元的市场13处；建筑面积过1万平方米的

市场17处。形成了高中低档兼有、结构合

理、特色鲜明、产销相依的市场体系。2002

年全市市场成交总额达238亿元。

在建设市场中，即墨运用创新的思

维、发展的眼光和得天独厚的商贸文化优

势，逐渐形成了五种市场建设模式。一是

主体延伸型。采取梯次发展的策略，即一

处市场由小到大发展起来搬迁到新建市

场后，将经营范围进行重新划分，培育新

的专业市场。即墨服装市场由横河河岸搬

到烟青路西侧后，在这里发展了小商品市

场；服装市场由烟青路西侧搬到现址后，

将横河河岸的小商品市场搬过来，在原小

商品市场发展布匹市场。这种梯次式发

展，加快了市场发展培育的步伐，同时又

使专业市场更具特色。二是股份合作型。

1999年到2000年间，市市场发展局先后

与义乌小商品城共同投资1．2亿元，建起

了被誉为北方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的即

墨小商品城，与阁里村共同投资600多万

元，建起了即墨木材装饰材料综合批发市

场。三是独资开发型。市市场发展局引进

北京客商投资3800万元，建起布匹床上用

品批发市场，通济街道办事处大同村投资

2300万元建起了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的

电器批发市场。四是旧城改造型。将市场

建设融人城市建设之中，高起点、高档次

建设了即墨服装城等现代化大市场。五是

产地专业型。到2002年，蓝村皮鞋批发市

场已带动发展皮鞋加工企业、加工户3100

多家，基本形成了产、供、运、销一体化。

在加快市场规模扩张的同时，加大对

基础设施的投入，提升服务功能。即墨的

专业市场多数是从地摊市场、农贸市场发

展而来，受条件的制约和旧观念的束缚，

大部分市场设施简陋，或露天式，或棚厦

式，其服务功能满足不了形势发展需要。

近年来，为突破这一制约发展的“瓶颈”，

增强市场竞争力，市市场发展局首先是高

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市场。先后建成的

即墨服装城、针织城按商场化建设装修，

配有自动货梯、中央空调、音响、电子监控

及自动消防喷淋系统，配套建设娱乐、休

闲项目，实现了市场主体楼体化、基础设

施自动化、经营格局商场化。外部配套建

设了广场、绿地，达到三季有花，四季长

青，美化、亮化、绿化、净化四同步。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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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有骨干市场，按照市场主体建设与配

套建设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完善基础设

施，提高服务功能。为改善服装市场的基

础设施和消防设施，近年来，市场建设服

务中心先后投资近2000万元，新上了消防

泵房、电子监控室、电子信息屏幕及娱乐、

餐饮、运输、金融、通讯等基础设施；2002

年又先后投资1000多万元，改造二楼建筑

面积8800平方米；投资1380万元配备豪

华中巴车40台，设立客运分站，开通了直

达青岛等地的11条客运线路；为所有门市

房安装了208电话；在广场上建起了造型

优美的喷泉和彩虹桥，使该区域成为即墨

市区的一道亮丽风景。即墨小商品城、布

匹市场等均增设了各类服务项目，为交易

双方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科学管理 规范服务

营造安全宽松的经营环境

市场建起来，业户引进来，那么如何

使引进的业户扎根即墨，使其安全放心，

让其有钱可赚，这就需要营造一种友情、

和谐、舒心的经营环境。

一是打造诚信政府形象。服装批发市

场日均上市8万人次，这些人流，既有外地

客商，又有外地人在即墨的打工者。市场

形象的好坏，从一定程度上讲，既代表着

即墨市的整体形象，也代表着政府的形

象。市场形象好，服务优，自然会给外地人

留下美好的印象，并广泛地传播出去，久

而久之，其美誉度得到相应提高。另外，为

提高即墨市场的知名度，2002年，即墨市

先后在义乌等地举办了规模庞大的市场

宣传推介会，印制市场宣传画册5万多份

广泛传播。对出台的优惠政策和优惠待

遇，言必行，行必果，全面践诺。

二是推行“五个规范化”管理。推行市

场主体规范化。将业户的经营情况、分布

情况输入微机，进行统一管理服务。推行

商品陈列规范化。本着既便于管理，又便

于销售的原则，合理划定市口，划行归市。

推行交易行为规范化。建立公安、保安、市

场管理人员三位一体的防范网络，采取昼

查夜巡方式，对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等不

法行为进行坚决打击。推行交易环境规范

化。在市场内部配置了自动扶梯、电子信

息屏幕、宣传栏。近年来，按照市场建设与

配套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市场建设服务中

心先后投资数千万元，改善设施，完善功

能，增设项目，增强市场的承载能力。管理

机构规范化。坚持公平、公正、透明的原

则，对摊位出租、出让实行阳光操作，将租

赁工作置于广大业户的监督之下。结合市

场特点，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在工作

人员中推行定岗、定责、定人和包管理、包

服务、包宣传的办法。在此基础上，建立健

全了《市场管理制度》、《市场安全管理制

度》、《市场卫生制度》、《市场门市房租赁

制度》、《市场巡视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

度，并印制成册，人手一份。在市场巡查

上，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督查体系。即：由多

部门组成巡查小组，日有责任人巡查，周

有小组巡查，月有联合巡查。其巡查范围

涵盖了“管理、安全、卫生、商品检验、市场

|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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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交易行为”等方方面面。

三是积极开展富有成效的评选活动，

引导业户参与市场管理服务，增强自我管

理、th我约束的能力。2001年，市市场发展

局按照市委组织部创建“党员示范岗’’的

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在党员中推行了党

员联系业户制度，党总支要求各市场党员

每人联系10名业户，每人建起一本联系业

户簿，详细记录所联系业户的基本情况、

经营状况和生活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并认真帮助解决。到2002年底，各市场党

员共建起联系簿60多本，联系业户600多

名，为经营业户办好事、办实事数百件。与

此同时，将创建活动赋予新的内涵，在各

市场81名党员业户中，开展了p党员示范

岗创建业户"活动，要求各市场党员业户，

每人联系两名困难业户，以传帮带等形

式，传授经营经验，帮助走出困境，达到共

同发展的目的，继而形成了市场党员与党

员业户共创共建的良好局面。此外，为使

各市场党员业户由松散型变为紧密型，增

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大家发家

致富不忘党，离乡离土不离党，积极探索

新形势下党建工作新路子。2002年，市市

场建设服务中心按照有关秩序，报经组织

部门批准，在服装批发市场和即墨小商品

城成立了业户党支部。为大力倡扬诚信待

客、文明经营的良好风气，市市场发展局

自1999年以来，每年都在所辖市场组织开

展一次“诚信经营户’’评选活动，共评选出

“诚信经营户”341户。对评选出的“诚信经

营户”实行动态管理，发现在经营中出现

与评选活动要求相悖的行为时，取消其称

号。对连续3年被评为“诚信经营户”的业

户，授予“诚信经营户标兵”称号。创建评

选活动的深入开展，对提升市场品质，优

化市场形象，提高即墨市场知名度，营造

安全公平的经济秩序起到了极大的促进

作用。

四是转变观念，优化服务，提高效率。

针对中国加入WTO，外地市场快速崛起，

大型商业机构抢占县域商业地盘，行业竞

争El趋激烈这些新问题、新情况。2001年，

市市场发展局在干部职工中实施了“三项

基本素质”建设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

动，进一步增强了大家的危机感和压力

感，继而带来了观念的转变和更新。市场

管理人员以业户需求为出发点，以业户满

意为落脚点，积极开展调研活动，真心诚

意地与业户交朋友，为业户排忧解难。

创新模式 提升品质

实施即墨市场战略性转移

近年来，在发展培育市场中，坚持新

建市场与扩建完善市场相结合，市场主体

建设与配套服务建设相结合，硬件建设与

软件建设相结合，市场建设与基地建设相

结合的原则；坚持一手抓市场建设，实施

量的扩张，一手抓市场升级，实现质的飞

跃，使市场规模与品质实现了双兴双赢。

一是抓业户品质的提升。原先即墨市

场业户多数属郊区农民和下岗职工，人员

的素质决定着经营品质，受固有意识的制

约和束缚，这些业户大都采取贩运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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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批发的经营模式。如服装市场经销的

牛仔裤，大部分产于福建，批发商由厂家

提货后进入石狮、义乌等市场，即墨市场

的业户再到这些市场进货，待到出售给消

费者，已是第四道环节了，这种多环节进

货，高成本经营，自然无价格优势可言。再

者，业户在进货时，人云亦云，随意性大，

既无固定品牌，又无拳头产品。这种经营

模式在即墨市场发展初期，对扩张市场规

模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中国人世，流

通业竞争日趋激烈，市场发展步伐加快，

如果仍将市场定位在安排几名下岗职工

和农村富余劳动力上，继续抱着旧观念、

旧传统不放，以固有的模式来经营，不但

不适应发展形势，久之将被淘汰。面对这

一“窘境”，2000年，市市场发展局适时转

轨，把招商重点转移到引进和发展厂家直

销、总代理、总经销上，通过牵线搭桥，鼓

励引导有信誉、有经验、有实力的经营大

户做品牌经销。近年来，仅服装批发市场

就先后引进发展厂家代理式业户600多

家。该市场本地业户徐延华、外地业户潘

建伟到2002年已分别拥有多个国内服装

品牌的区域总代理。没有产业支撑的市场

缺少发展后劲与活力，没有市场为依托的

产业，其发展是缓慢而滞后的。围绕加快

基地建设，2001年，市市场发展局将市场

建设与基地建设融为一体，设立加工生产

基地和园区，鼓励引导完成原始积累的经

营大户，兴建生产加工项目，根据市场需

求，研究开发新产品，使部分经营大户逐

步走上了市场内有店、基地里有厂的产销

一体化路子。即墨小商品城业户王剑，在

市场内开办了万祺文化店，为适应形势需

要，低成本运行，他投资数十万元，兴建起

生产加工基地，其产品出厂后，直接进入

市场。

二是抓摊位利用率的提升。近年来，

在“谁投资、谁受益”政策的推动下，即墨

市场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建设市场固

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招进业户繁荣发展

市场。经过几年来的不断完善，市场建设

服务中心已仓4出了自己的品牌，积累了一

笔丰厚的无形资产。由青岛客商投资兴建

的灯具市场，在建设初期，便打出了市场

建设服务中心招商的牌子，当年建成的门

市房出租、出让率达到95％。由青岛客商

投资建设的即墨厨具商城，2002年委托市

场建设服务中心帮助招商，在较短的时间

内，先后引进海尔、奥柯玛等著名生产厂

家在此设店经营，其门市房利用率大幅增

高。市场建设服务中心塑造的这种招商文

化无处不在，无时不发挥着品牌效应。培

育一个企业品牌、名牌产品历尽艰难，培

育创造一个招商品牌何尝不是呕心沥血，

市场建设服务中心这一招商金牌就是在

时时刻刻、点点滴滴中不断发展丰富清晰

起来的。

三是聚集强大的招商合力。经过近几

年的不断发展壮大，服装批发市场等龙头

市场已聚集了大批外地业户，这些外地业

户大多来自江浙一带经济比较发达的地

区，自身条件好，信息灵，视野开阔。为充

分发挥他们朋友多、路子广的优势，参与

市场招商，市场建设服务中心在积极做好

安商、稳商、富商等工作的基础上，出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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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招商的优惠政策，激发业户参与招商

的积极性。服装市场业户韩丰舟通过现身

说法，先后引进南方业户20多家。温州业

户潘建伟，动员50多名自己的亲朋好友，

由外地市场来到即墨市场。以商招商、友

情招商，使外地业户纷至沓来，形成了“扎

堆”效用。温州人说，哪里有市场，哪里就

有温州人，这说明温州人善于经商，遍布

全国。但在即墨，不仅有温州人，还有湖北

人、东北人、浙江人、河北人等等。在经营

中，有温州一条街、湖北一条街、河北一条

街；在居住上，有湖北村、浙江村、东北村。

南北文化对接和意识交流，使即墨人与外

地人浑然一体，和谐相处，主客共建，共同

发展。在经营特色上，形成服装市场的女

人街、小商品城的双星街和布匹市场的窗

帘街，其独具特色的经营方式，成为推动

市场整体繁荣的亮点。

当今社会，科技进步El新月异，知识

创新空前加快，行业竞争El趋激烈，抓住

机遇，抢先一步，就等于占领了发展的制

高点；慢走一步，差之千里，耽误一时，落

后多年，就会被淘汰。围绕解放思想，干事

创业，加快市场发展，即墨市场建设的新

一轮蓝图已经绘就，新一轮市场建设的号

角已经吹响，即墨人民将一如既往，与时

俱进，推动即墨市场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

利，从繁荣走向更加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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