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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黑 !恤、牛仔裤、脸庞黝黑，"#岁的徐满晨在铜川路水
产市场有三家店铺，销售几十种水产品。从 $%%&年到 '()*

年，他在铜川路经营了近 '+年。

从一个摊做到三家店
徐满晨的店铺就在铜川路上，“同盛水产行”几个字很

醒目。因为两边装满了鱼缸，店铺显得特别狭长，对面有人
走来就要侧身而过。爬上十几阶窄窄的楼梯，就能看到他
的办公室。短短十几步路，他说了好几次：“我们这里挺脏
乱的。”
办公室里放着关公像，挂着“生意兴隆”，还有首富王健

林的照片。办公桌上有一台电脑，还有连到鱼缸上的监控
设备。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都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不
值钱。”但随即又补充说，“现在看看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
一旦要搬走，就全变垃圾了”。

徐满晨是大连人，从小在海边长大，'&岁时从老家来
到上海，落脚铜川路水产市场。第二年，妻子苗淑惠也来了，
从此把家安在了上海。“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把大连海鲜空
运过来，活的海参、海螺等十几种水产品，也没有店铺，就摆
个摊。”苗淑惠回忆说，当时虽然每天的交易量不大，但差
价不错，主要都是酒店来采购。

生意做着做着，就做出了名堂。从一个小摊子、六七个
员工、几十斤销售量，到如今三个店铺、几十号员工，行情最
好时，一天能卖掉上万斤水产品，唐宫、万豪、凯悦都是他的
客户。

起早贪黑!玩命"干
做水产生意是不是挺辛苦的？“不是挺辛苦，是非常辛

苦！”徐满晨立马纠正说。
铜川路水产市场 ,*-天、./小时运转，徐满晨的名片

背后就印着一句“'/小时接受预约、选购”。刚来市场的那
几年，他和妻子轮流值晚班。“凌晨两三点，我接他的班，正
是最好睡的时候，也必须爬起来。冬天特别难熬，冷啊！”苗
淑惠说，那时候没有空调、取暖机，公公就动手做了一块小
小的电热毯给她，垫在脚下。“看着远处的灯光，忍着上海
的阴冷，特别想家。”

采访中，徐满晨几次进出办公室，尽管手下有几十个员
工，但很多事情他仍亲力亲为。“刚到铜川路的几年，我还会
跟车呢，要测算时间、人力、损耗等多种成本。做老板的不清
楚每一个环节怎么行？”他说，十几年前路况不好，从福建进
一次货，路上要走 '+多个小时，刚刚到上海卸完货，掉头就
往山东跑。路上睡不好、吃不好，最担心的就是出车祸。“冰
天雪地、大雾天气都遇到过，有一次是下半夜，车开着开着
就翻到沟里去了，一整车货全报废了，还好人没事，第二天
赶快再找车去进货，不能错过销售的最佳时机。”直到现在，
半夜响起来的电话铃声依旧让两人心有余悸。
“人家休息，我们玩命”，徐满晨算了一笔账，“现在我每

天七八点起床，凌晨一两点睡觉，没有周末和节假日。我们
做 )年，顶得上别人 /年的工作量。”

想要转型做国际贸易
从一个小摊子，做到三家店铺，'+年来，徐满晨在铜川

路水产市场打拼出了一片天地，还在上海生儿育女、安家落
户。但两个多月后，市场就要关闭了。
“心里肯定难过啊，不希望它关闭，但是没有办法。”徐

满晨已经在“大江杨”和“小江阳”两个市场租了店铺，准备
做完今年国庆节就搬过去。“这几个月遇到老客户来进货，
都要发发新名片，希望他们继续帮衬。”
新市场人气如何？老客户会不会流失？这些问题萦绕在

他的心中，颇为忐忑。“铜川路上的经营户，做了十几二十
年，后来者进不来，因为地方有限。到了新的市场，年轻人可
以放手去干了，我们这些老一辈的老板能不能拼过他们？很
难说。”本市最大的水产市场关闭后，群雄逐鹿，市场波动期
可能要持续两三年，其间会淘汰一批人、成就一批人，就像
当年铜川路水产市场脱颖而出一样。

徐满晨说，做活鲜实在太累了，借着铜川路水产市场的
关闭，他想试试转型。“打算做国际贸易，去国外拿到进口水
产品的一手货源，再卖到国内市场来。现在不少国家的水产
品都实行零关税政策，老百姓吃进口食品应该是趋势。”

铜川路水产市场成就了徐满晨的“上海梦”，他说，离开
的那一天，要请朋友们吃一顿“散伙饭”，和铜川路市场说一
声“再见”。 本报记者 张钰芸

开了 !"年的铜川路水产市场 今年 #"月 $#日将全面关闭

“老大哥”随污水远去“新霸主”追“无水”而来

市中心最后的坚守者
上海人喜欢吃水产品，从河浜里养的河鲜，到东海

里捕捞的海鲜，再到来自四大洋的进口海鲜，都是老百
姓餐桌上的美食。上海是全国最大的水产品消费市场，
水产品流通一直很活跃，价格也低于其他大城市。众多
水产批发市场可谓功不可没，其中的铜川路水产市场更
是个中翘楚。

)%%0年 )+月，在两个马路水产市场的基础上，铜
川路水产市场开业，第二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一时名
声大噪。'+++年，全年市场成交额达到 '&1.亿元。.((/
年，全年交易量达到 $(万吨，税收达千万元，至今仍占
据本市水产批发市场交易额的头把交椅。业绩蒸蒸日
上，市场越扩越大，周边居民的反对声也强烈起来。日
夜川流不息的货车造成周边交通拥堵，万吨水产集聚市
场带来污水横流和刺鼻腥臭，严重影响周边环境。在一
片投诉声中，.((&年前后，传出了铜川路水产市场要搬
迁的风声。
一边是传言不断，一边是继续发展。到 .($-年，铜

川路水产市场的年交易量达到了 .(万吨，占全市水产
批发市场交易量的 .(2。轨交 $$号线也通到了市场门
口，让市民购物更方便。但随着普陀区的曹安路蔬菜批
发市场、曹杨路果品批发市场、三官堂禽蛋批发市场的
相继关闭，属于同一区块的铜川路水产市场也岌岌可
危，最终迎来了关闭的命运。
今年 &月，上海最大的鱼市场曹安沪太农贸批发市

场整体搬迁至安亭新址。等到 $(月 ,$日，市中心最后
的坚守者———铜川路水产市场关闭，上海的市中心将再
无一家水产品批发市场。

下一个!老大"是谁#

今年 0月，上海市水产行业协会向铜川、百川、沪太
三家水产批发市场发出“感谢状”，感谢他们多年来对上
海水产品市场供应做出的贡献。而在昔日“霸主”随风
远去之后，上海的水产品供应会不会有问题？今后谁将
成为水产品批发市场里的“老大”？
市商务委市场运行调控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

来，东方国际、江杨水产、上农批、恒大水产等专业水产
批发市场，约占本市水产批发交易量的 &(2。市区商务
部门及企业将继续保持全市水产品市场货源充足、品种
丰富、满足购销需求、价格基本平稳、质量安全严格监管
的市场流通态势，确保水产品市场供应。
此外，地处崇明长兴岛的国家一级渔港横沙渔港已

经建成，并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验收，近期对外开放大
批渔船靠港卸货，新鲜海产品将源源不断地供应上海市
场。还有地处浦东新区高桥的凌海国际水产品交易中
心也已建成，将于 3月 .3日开门迎客。这个现代化、规
模化的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将有效地丰富本市鲜冻水
产品的市场供应。
“铜川路水产市场关闭后，上海的水产品市场格局肯

定要变化，老市场要想办法提升档次，新市场要有全新要
求和作为。批发市场一定要和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建设相
匹配。”上海市水产行业协会秘书长范守霖说，希望主管
部门也能对水产批发市场有一定的容忍度，“一套房子里
有卧室、客厅，也少不了厨房、卫生间，城市里也有类似的
空间分工，关键是如何把这些空间打造得更好”。

追逐!无水经营"之梦
提起水产品市场，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传统的摊贩、

污水、腥臭……“原来的水产批发市场，都是‘螺蛳壳里
做道场’，缺乏前期规划。”范守霖说，最早的时候一个
经营户租两平方米，放个塑料桶就能经营了，市场里更
是污水横流。到今天，市场应该走现代化之路。“以仓单
交易为主的‘无水经营’，是我们的梦想。”

范守霖说，今年 $月，水产协会组织专题调研，对上
海水产市场升档提级给出建议。调研报告认为，上海水
产流通市场的定位要瞄准国际领先地位，创新国际渔业
资源贸易平台。一方面，传统市场要逐步升级改善；另一
方面，新建市场要高起点、高标准，实施“互联网4”的硬
软件布局，引进有资质的金融服务机构组成战略伙伴，
推广基于第三方支付及互联网金融的支付服务手段和
大数据汇集手段。
在此基础上，上海要着重依托新建的高水准市场，

建立远洋海水产品电商交易平台、冷链物流平台、跨境
电子结算平台和渔业金融服务平台，形成集“电子商务、
展示销售、冷链配送、票据结算、信息发布”等功能为一
体的国际渔业资源交易中心。

上海水产行业协会提出，水产品市场交易模式要推
广电商与商铺同步、现买与配送同步，探索大宗品种批发
“无水”经营。传统市场要逐步把大宗水产品引导上线，增
加网络销售比例。而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建市场，大客
户持续交易要由习惯依赖现场对手模式，向现场看样、订
单配送模式转变。在看样、订单、电商、电子结算、信息发
布、冷链配送各环节流转过程中，探索“仓单、提单、订单”
交易以及大宗商品质押、保理等金融服务业务。

!会商旅文体"联动发展
始于 )%,-年的东京筑地鱼市是世界最大的海鲜市

场，每天有超过 .+++吨水产品在这里交易，最有名的要数
清晨的金枪鱼拍卖环节，是游客们游玩东京必去的一站。
悉尼海鲜市场的规模仅次于筑地鱼市，集批发、零

售和餐饮于一体。没有血渍和鱼鳞，没有让人作呕的鱼
腥味，只有当天捕捞的海鲜。
世界知名海鲜市场都有一个特点：“商旅文”结合。

上海能不能也打造出这样的市场？
“铜川路水产市场有过尝试，但前期建设中没有考

虑过旅游、消费的需求，发展受到限制。目前来看，长兴
岛的横沙渔港最有可能率先建设成为‘商旅文’结合的
特色市场。”范守霖表示，人流与物流分开，市场环境整
洁，预留休闲娱乐和用餐空间，是打造这类市场的必备
条件。
“横沙渔港一期工程已经竣工，渔人码头、海鲜美食

街的硬件工程都已完成，目前正在招商，最快今年年底
可以向市民开放。”上海长兴岛渔港有限公司总裁徐非
文介绍，去年横沙渔港通过农业部验收，列入国家一级
渔港。今年 -月底，又通过了国家口岸办的验收，成为国
家一类开放口岸，将于今年 )+月开港。“我们定位为远
洋水产品的进出口门户，弥补上海水产品市场的国际航
运和贸易的短板，吸引外国油轮靠港卸货，更多进口水
产品将通过这一口岸进入上海乃至长三角。”

此外，长兴岛正在建设特色休闲旅游岛，除郊野公
园外，渔人码头和海鲜美食街也是亮点。徐非文透露，横
沙渔港还将投入 .万多平方米的场地，开设针对普通消
费者的保税水产品卖场。“既能购买，又能现场品尝，更
有大厨教你怎么做海鲜。”

已建成的超低温冷库为华东地区最大，可存放
.+++吨金枪鱼等高端水产品。“我们计划开通日韩航
线，引进冰鲜金枪鱼，数量会远大于空运。”徐非文透露，
这将大大降低金枪鱼的市场售价。
市商务委市场运行调控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横沙渔

港、即将开业的凌海水产品交易中心和规划中的新上农
批等专业市场，都有观光、旅游功能，比如海鲜体验馆等
商旅文化联动项目。铜川路水产市场的金字招牌，也不
会因为闭市而从此湮没。“在关闭实体市场的同时，有关
部门正在抓紧研究‘铜川水产’的品牌价值，通过引入展
示、旅游、休闲、餐饮、购物等元素，集中优势，共同努力，
打造“会商旅文体”联动发展的新‘铜川’。”

本报记者 张钰芸

! ! ! !铜川路水产市场有 .,./户登记在册的经营户，再加上
没登记的 )+++多个小散户，市场关闭后，他们何去何从？事
实上，被市中心“嫌弃”的水产经营户们，却被分散在郊区的
江杨水产市场、江阳水产市场、凌海国际市场等视作了“香
饽饽”。
今年 -月下旬，一场“上海市重点水产市场赴铜川路水

产市场招商对接会”在铜川路水产市场内举行，江阳、江杨
等六个市场前来推介，不少经营户现场登记。普陀区商务
委统计，截至 &月 ,)日，已有 3+2的商户敲定了下家。&)+

户商户、).30个摊位签约江阳水产市场；3--户商户、)&0-
个摊位签约江杨水产市场……从地图上看，这两个市场距
离很近，都位于江杨北路附近。
也有经营户担心，新市场不如老市场。“我去看过江阳、

江杨市场，都存在交通拥堵的问题。”一个高档海鲜经营户
坦言，江杨北路附近的交通历来拥堵，今后这么多经营户过
去了，只怕会堵上加堵。“堵车时间一长，活鲜等不起，就是
损失。希望市场方面能先解决好这个问题。”

本报记者 张钰芸

经营户们何去何从？

! ! ! !既有市井喧嚣，又有浓郁上海风情，更重要的是，有新鲜海鲜。开业 .+年来，铜
川路已成为上海的海鲜“地标”，好莱坞明星尼古拉斯·凯奇也曾慕名而来，大快朵
颐。昨晚，记者来到铜川路水产市场，人头攒动、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很难让人想
到，两个多月后这里就要关闭了。

沿着铜川路一路走一路买，挑一个象鼻蚌，既能做刺身又能涮火锅，买几个小鲍
鱼、一条左口鱼清蒸，拎到靠近兰溪路的店里，交给厨房加工，再点上两个炒菜、几瓶
啤酒，约上三五好友，就是一次惬意的夏日聚餐。铜川路上首创外来海鲜加工的饭店
“新九龙塘”里宾朋满座。“听说铜川路快要拆了，我们是抱着吃一顿少一顿的心态来
的。”正和朋友聚餐的毛小姐说，来铜川路吃的就是新鲜实惠，而现在还要加上一份
情怀。“从小吃到大的地方，又要少一个了。”

家住中山公园的王晓峰也是铜川路的常客。“现在天热没啥胃口，就想吃
点鲜味道，炒个蛏子喝杯啤酒很舒服。等到气温降下来，刮西北风了，就到市场
里买大闸蟹，除了自家吃，还要送送人。过春节前，必定还要来一趟，黄鱼、鲳
鱼、虾仁、青蟹、海蜇头都要买，过年过节家里要来客人的。”他说，自从女儿怀
孕后，他跑铜川路水产市场越发勤了。“主要去买进口海产品，鳕鱼、海参等等，
鱼虾吃得多，以后小囡聪明。”
对上海人来说，铜川路是“马大嫂”买实惠海鲜的地方，是小年轻呼朋唤友

聚会的地方，是就算腥味扑鼻也挡不住的美食诱惑。而过完这个夏天，曾经 ./

小时都在喧嚣的市场即将彻底安静下来，“铜川路海鲜一条街”将成为上海人
的回忆。 本报记者 张钰芸

! ! ! !根据初步规划，铜川路水产市场关闭以后，部分区域将作为绿化用地，还
居民一个绿色生态家园的同时，将推动普陀真如地区乃至整个普陀区的转型
发展。

)+月 ,)日市场关闭后，该地块将纳入真如地区整体规划。据悉，真如地
区将建设成为上海高端商务活动中心，通过强化低碳发展及绿色建设理念，发
展与中心城区相适应的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推动真如地区发展由外延扩张
向内涵提升转变。同时，真如地区将全力打造上海休闲型文化体验中心。按照
“体绿、文绿、蓝绿”多模式结合的规划理念，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生活质量，通
过对桃浦河、真如港的综合整治，着力把该区域打造成为亲水休闲、水上娱乐、
景观观赏、旅游体验、亲近自然的地标性开放区域。 本报记者 张钰芸

!铜川路水产市场 !%&'年 &%月 $&日全面关闭"#当这条大红色横幅挂出来时#传了近十

年的关市消息终于成真$ 尽管来自全球的水产品依旧一车车送来#再发送到长三角地区#但再热

闹的景象也掩盖不了即将闭市的现实$

以中高档水产为特色的铜川路水产市场#是上海市年交易额最高的水产批发市场#却也因为

环境脏乱#饱受附近居民诟病$位于市中心的!海鲜地标"即将消失#是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必然#也

是上海水产市场升档提级的契机$ 正在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的上海#值得拥有更国际化%更!互联

网("%更有文化底蕴的新水产市场$

民生 关注

在铜川路成就“上海梦”
民生 人物

上海人首 选海鲜“地标”民生 记忆

纳入地区规划
今后变身绿地

民生 未来

! 市中心最后一家水产品批发市场即将关门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铜川路水产市场关闭后!部分区域将变成绿地
! 在这样的环境里!徐满晨经营了近 !"年水产生意 ! 即将关闭的铜川路水产市场成就了徐满晨的"上海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