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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唯一的商业中心

鹰城建市之初就有了一所综合性商业
中心——老大楼，全称为“平顶山市百货大
楼”。刚落成的老大楼为两层楼，分烟酒、
百货和纺织3个销售区域，一开业就人流如
织。

据《平顶山市志》记载，建市时，城乡市
场以国营商业为主，集贸市场时开时闭。
随着煤矿建设和市政建设的发展，1957年
社会商品零售额为1043万元。当时，除了
居民粮油、棉布凭票证限量供应，其他日用
消费品都是敞开供应的。

“老大楼建成时，在全市创下几个第
一。”市商务系统退休干部闫红梅说。它不
仅是全市第一幢楼房，面积、豪华程度在当
时也都是第一，崭新的柜台、玻璃橱窗……
气派程度当时的市民大多是头次见。经营
的品种则是日用百货，从针头线脑到“三转
一响”，一应俱全。

1975年，平顶山第一百货成立，即后来
的平顶山商场。它也由此成为市民口中的

“新大楼”——相对于老大楼而言。从此，
市民的购物不再具有唯一性。老大楼拆迁
改造后，它成为我市最年长的商场——下
个月，就要迎来自己的39岁生日。

今年40岁的尹向华曾经是平顶山商场
的一位营业员，如今已是平顶山商场有限
责任公司下属的古韵茶道副经理。她模糊
地记得，7岁时家人曾在商场二楼买了条喇
叭裤，在一楼买了辆小三轮自行车。“小而
全，百货、日化，钟表、电器……什么都有。”

计划经济时代的“票夹子”

据尹向华介绍，早期商场的收银台可
不像今天的收银台，扫扫条码就轻松地显
出价格。那时的收银台是打算盘计算总
额的，所有柜台上都有一条打过蜡的铁丝
连接着收款台。售货员把票证和钱夹起
来，手一推，传到收款台，收银员拿了票
据，把回单和找头再推回来。熙熙攘攘
的人群中，一单单票据和钞票在头上飞
来飞去，有人焦急地喊着服务员，想从柜

台里拿出心仪的商品看看；有人抱着刚买
好的东西从人群中挤出去，满脸喜色。

这也是早期商场的一个特色。据《平
顶山市志》记载，“大跃进”期间，国营商业
大购大销，致使购销狂涨，加上严重的自然
灾害等原因，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商品
货源短缺，供不应求。群众生活必需品，包
括副食品、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紧缺。
1961年，商品供应扩大了凭票供应范围，80
多种生活必需品都实行凭票证限量供应。
这时的资源紧缺和普遍使用的“票夹子”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让人印象深刻。

当时，营业员很吃香，收入高，“找对象
都好找”。尹向华说，直到1991年，商场营
业员仍然属于高收入职业。当时，普通人
月收入才100多元，而平顶山商场有的职工
能拿到七八百元，“一年奖金有时可能达到
两三千”。看中了这好单位，当时连高中老
师都争着调入商场工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
改革，集贸市场开放了，商业网点开始增
加。1983年后，多种票证都取消了，市场供
应逐渐变得丰富，市民着装也开始由原先
的单一变得多样。

上世纪90年代的“五朵金花”

2003年，身为国有企业的平顶山商场
改制，也是当时商界“五朵金花”中首家改
制的。

“五朵金花”是上世纪90年代人们对我
市5家大型商场的昵称，即平顶山商场、中原
商场、商业大楼、人民商场、华宝商场。

“五朵金花”当时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巨
大，在消费方面有了更多可选项。商业大
楼的生意一度相对最好；平顶山商场的家
电、服装口碑好；华宝商场建成之初就以电
器为主。曾经风光一时的老大楼，影响力
在慢慢消退。

由于影响力广泛，各大商场很快在鹰
城成为地标式建筑。约定在某处见面，“某
某商场附近”的频率曾经相当高。它们在
人们心目中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老
大楼拆除后好几年，公交车上的报站依然
沿用着“老大楼到了”。

上世纪90年代末，受整体经济形势的
影响，平顶山的服装百货业销售额都在下
滑。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小私营业主增
多，对商场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新的
商场不断加入，老商场重新洗牌、转型，以
图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不适
应，就将被淘汰。

鹰城商圈日渐扩大

鹰城商业自本世纪初愈加繁荣。双丰百
货中心店、万家、鹰城世贸、双丰商城、丹尼斯
等一系列大型商场纷纷开业，给予市民更多
选择。

商场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使得各商场
纷纷寻找自己的定位。有的以服装为

主、有的主营电器；有的针对年轻时尚客
户群，有的面向工薪阶层，有的定位在高
端货品……

鹰城世贸 2003 年开业时，定位为引
领消费时尚、追求品质生活，走中高端
市场线路。鹰城世贸广场企划部部长
颜国英告诉记者，按照最初的规划，它
就是一所综合性购物场所：咖啡厅、书
店、主题餐厅、美食城样样俱全，即使放
在今天也不算落伍。但是，由于当时市
民的消费观念及消费能力，咖啡厅、书
店等只得关门，只留下了服装、鞋帽和
超市。不过，发展到了今天，单一的购
物已经不能满足市民的需求——大型综
合性购物中心正在兴起。丹尼斯百货开
源店、鹰城世贸广场二店等正在向这个
目标迈进。

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商圈背后，是人们
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心态的转变。双丰百
货副总经理赵西霞已经在鹰城商界打拼
多年。在她眼中，几十年来，鹰城市民消
费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以前的着装
单一到现在的求新、求变，年轻人张扬个
性，追求与众不同。现在，市民的心态普
遍比实际年龄更年轻，更追求健康的生
活方式。”赵西霞说。

为了吸引更多市民，各大商场正在努
力，积极改进。目前，以原有商圈为中心，
众多新建住宅小区里，商业规划也成为一
个重要部分。广泛分布于家门口的小型商
场、超市也使得人们生活越来越便利。

鹰城商圈：
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
□本报记者 李科学

在女儿的坚持下，11月16日，市民陈大妈终于勉为其难地接受了一件礼物——购自市区万家商场、标价3000多元的一件羊毛大衣。
心疼价格的同时她又感动于女儿的孝心，不禁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在老大楼买布做棉袄的情景。

如今，年长的市民都有关于老大楼的记忆。看看如今琳琅满目、有些甚至叫不出名称的商品，再想想曾经我市唯一的商业中心，陈大
妈感慨，如今的选择真是越来越多了，也确实方便多了。

现在的大型商场，黄金、珠宝琳琅满目。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早期，市民排队等待购买物品。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