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改 革 开 放 春 风 的 影
响下，沈阳“北行农贸市场”
在 1979 年 1 月 10 日正式对外

营业。那时市场的条件非常简陋，商户们都在皇
姑区巴山路和金川江街的交会处摆地摊卖蔬菜、
肉、蛋和粮食等。

郑 明：爸啊，你跟我妈刚到北行经营
时，遭不少罪吧？

郑怀金：以前卖货，可不容易了！但想赚
钱，就得遭罪啊！现在我看你们天天凌晨两
点上行，我也挺心疼的。不过回头一想，你们
这代人比起我们还是太幸福了。

郑 明：幸福啥啊？天天起大早。我记得你
们那时候不都是早上七八点钟才到行里卖货吗？

郑怀金：我们到行里的时间虽说比你们现
在要晚，但你得知道，我那时半夜就得骑着三轮
车到大东望花那边上货。现在咱家到北行走路
不到五分钟，而且厂家直接把货送到楼下，雇几
个工人就全搬上来了。我那时候，不管刮多大
风，下多大雨，就是“下刀子”，也得去上货！

郑 明：爸啊，你风雨无阻上货的事，我
有印象。记得我小时候，你总是晚上 6 点多
睡觉，有时我想找你陪我玩，我妈总说：“不能
打扰你爸休息。”

郑怀金：其实，爸挺对不住你的，小时候
没怎么陪你玩。我一直想找机会带你好好玩
一圈，但干咱们这行的，真没时间。这一眨
眼，你都奔四十了，别怪爸爸就好。

郑 明：我哪能怪你啊！对了，我印象中，
三轮车一次装不了多少货，咱家刚到北行时，
是不是一天也卖不了多少白条鸡啊？

郑怀金：改革开放初期，老百姓兜里也
没几个钱，鸡大腿、鸡翅、鸡架啥的根本卖不
出去。你看现在，鸡身上全是宝，没有老百
姓不吃的地方。那时候，我们主要以卖鸡皮
为主，青椒炒鸡皮可是一道特别受欢迎的
菜。如今，只有烤串的时候大伙儿还想着吃
吃鸡皮。所以嘛，当时一天下来，我们家能
卖百八十只白条鸡就不错了。

郑 明：有意思啊，青椒炒鸡皮还是我小时
候家里餐桌上的必备菜呢。那从什么时候开始，
鸡大腿、鸡翅好卖了？

郑怀金：应该是 1995 年以后，鸡大腿、
鸡翅、鸡架啥的走货特别快。那时候，北行
也不再是露天的了，商户都进大厅里了，条
件改善不少，买货的人可多了。不仅是皇姑
人来北行，铁西的、大东的甚至东陵的都来
北行。

儿子，爸的肉摊放心交给你了

北行农贸市场
1979年 1979年1月10日，沈阳市皇姑区建立了“北行农贸

市场”，成为全国第一个由政府批准设立的农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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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8 日，辽宁纺织产品全面实行“以
销定产”，在全国纺织行业率先由计划经
济转向市场经济。

6 月 10 日 ，为 贯 彻 中 共 中 央 国 民 经
济“ 调 整 、改 革 、整 顿 、提 高 ”的 方 针 ，原
省 计 委 提 出《辽 宁 省 国 民 经 济 三 年 调 整
设想》。

7 月 16 日，根据国务院《关于扩大国
营 工 业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自 主 权 的 若 干 规
定》精神，省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确定，并
经 国 务 院 批 准 ，省 第 二 建 筑 工 程 公 司 、
抚顺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为第一批扩大
企 业 自 主 权 试 点 单 位 。 9 月 下 旬 ，经 原
国家经委 、财政部批准，辽宁省 107 户企
业开展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
工作。

11 月 1 日，国内第一条自行设计 、施
工 并 采 用 国 产 设 备 建 设 的 元（宝 山）锦

（州）辽（阳）海（城）500 千 伏 超 高 压 送
电 线 路 开 工 。 该 线 路 由 元 锦 辽 段 和 锦
海 辽 段 两 部 分 组 成 ，总 长 602 公 里 ，为

“ 六 五 ”期 间 国 家 大 型 重 点 工 程 。 1984
年工程全部竣工。

12 月 25 日，大连造船厂自行设计研制
的中国第一艘远洋油水干货补给船建成
交工，填补了中国海军装备的一项空白。

上世纪90年代，北行一度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农贸市场。此外，北行地区还有家具市场、小食品市场以及百货大楼等多种
商业业态，长江街也因此被称为沈阳第三大商业街。现在，农贸市场迁到了皇姑区塔湾街附近，老北行渐渐成为了历史记忆。

郑 明：爸，您前两天怎么又去老北行那边
溜达了？

郑怀金：想呀！咱家在北行干了30多年，能
不想吗？

郑 明：你们老人就是爱念旧。
郑怀金：你可不知道，北行当年在全国都赫

赫有名。记得1991年左右，我坐火车去南方，跟
外地人聊天，几乎没人不知道沈阳有一个叫“北
行”的农贸市场。听说我是北行的商户，个个给
我竖大拇指。

郑 明：是吗？北行市场竟然那么有名？
郑怀金：那时候，咱们商户跟管理部门一起

努力，就想把北行搞好。比如说，市场管理所弄

了几个公平秤，消费者自己到公平秤一试，几乎
没有缺斤少两的。这是为啥？因为咱们卖的不
仅是货，也是自己的良心。无论如何不能干缺斤
少两的事。

郑 明：我妈也总跟我说，卖货多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不能缺斤少两，不能赚昧良心的钱。

郑怀金：那时候，咱们业户都很自觉，工商部
门管理也很严格。所以，北行才能成为全国农贸
市场中的排头兵。

郑 明：北行的工商部门抓管理抓得特别
细？

郑怀金：是呀。我记得市场管理所的那些同
志对待工作特别认真，而且特别注重细节。咱家

卖的每只白条鸡，都要在检查合格后把金属项圈
套在鸡脖子上。消费者根据商品是否有工商部
门的检查价签和相关检验合格标识，判断价格是
否合法、质量是否安全。

郑 明：咱北行的辉煌历史，凝结着你们老
一代经营者和管理者的辛勤汗水啊！

郑怀金：2013 年 1 月老北行农贸市场停业
后，不少老业户陆续不干这行了。咱家由你们继
承这份事业，爸和妈没别的要求，就说一句话：

“卖货千万不能缺斤少两。”特别是你们现在主要
以批发为主，很多客户都是咱家几十年积累下的
老关系，缺斤少两一次，人家就跑了。赚钱得细
水长流。

陶莹在北行大厅二楼卖鸡肉，当记者说明
采访意图时，她爽快地说：“我老公和老公公正
好 符 合 你 的 采 访 要 求 ，你 下 午 来 ，我 们 都 有
空。”

正式采访那天，记者得知陶莹和丈夫郑明都是
名牌大学毕业生时，不禁有些好奇地问：“你俩从哪
儿毕业的？”陶莹说：“我是天津大学的，我老公是青
岛大学的。”“985”的高材生来北行卖鸡肉，颇让人惊
讶。

陶莹说：“没必要大惊小怪，天津大学咋
的？家里正好有这份产业，我俩就接过来了，
努力做大做强。”记者说：“天天起大早，多辛苦
啊。坐在 5A 级写字楼里，当个金领多好！”

“跟我公公婆婆那代北行人相比，现在卖
货已经不怎么辛苦了。每天中午就下班，特别
自由，我们挺满足的。”陶莹说，现在北行大厅
内的业户，基本上全是 70 后、80 后。

记者从北行一楼转到二楼，经营者果然以70
后、80 后为主，而且像陶莹和郑明这样的大学生
不在少数，他们并未觉得在农贸市场卖货有什么
不好。

记者想起小时候，有位同学的父亲就是北
行的肉贩，其他同学总用异样的眼神看他，他
也不愿意提起自己的爸爸。现在回想起来，过
去老百姓对个体户还是存在一些偏见的。

如今，新一代北行人已经撑起了北行的新
天地。别看北行是个农贸市场，但可有百万富
翁，甚至是千万富翁。

新一代北行人在继承老一辈商户吃苦耐劳的
优良品质之外，更是多了几分创新精神。他们开动
脑筋，在经营模式上不断探索，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例如有的商户就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专门精心设
计了诸如小程序下单等便捷的订货模式。

北行农贸市场有关负责人表示，北行现在每
年的交易额约 60多亿元，销售量 15万吨，已成为
东北地区最大的鲜活海鲜水产品交易市场。

可以预见，即将踏入不惑之年的北行，会
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卖鸡肉

郑怀金：听说大厅里的档口越来越贵了。
郑 明：是啊，位置好一点的档口，租金快

二十万了。
郑怀金：租金贵是市场繁荣的象征之一啊。
郑 明：您看问题真是一针见血，您咋不说

现在这生意也难做啊。
郑怀金：天底下哪有好做的生意？做买卖，

一要吃苦，二要坚持，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郑 明：这点我知道，你跟我妈当年没少受

苦。看你俩的哮喘病，一到换季的时候就严重。
郑怀金：当年条件苦，夏天热，冬天特别冷，

尤其是露天卖货，经常被冻伤，这哮喘病就是那
时候不注意落下的。不过，你们现在虽然在室
内卖货，条件也好一些，但也得注意保暖，没事

多喝热水，该吃饭吃饭，别光忙着卖货，总不按
时吃饭。

郑 明：您说这些我懂。爸，您说咱家算不
算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郑怀金：当然算了！没有改革开放的好政
策，哪来的北行农贸市场？没有北行，咱们不还
窝在老家嘛！40年前，你爷带着我和你老叔，一
起来沈阳谋生路。这一路虽然走得磕磕绊绊，
但总体来说，日子是越过越好。

郑 明：我赞成。现在社会上不少年轻人
“啃老”，有工作不好好干，没工作也不着急。

郑怀金：“啃老”不对。你和你媳妇这方面
挺让我们满意的，两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心甘情愿卖鸡肉，我和你妈还真没想到。从老

北行迁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年纪越来越大
了，咱家这生意可能快做到头了。没想到，你俩
比我们经营得还好。

郑 明：我觉得做生意得创新，要跟上时代
潮流。咱家以前的客户订货都是打电话，现在
全变成微信下单，既方便了自己，也避免给客户
送错货、下错单。再有，对货品的包装，也得总
琢磨，怎么能更好地保鲜。还是那句话，咱卖的
不仅是鸡肉，更是一种服务。

郑怀金：这就是为什么生意难做，但还是有
人能成功，因为会用脑、会用心。你俩好好干，
把咱家这生意继续做大，要能传到第三代、第四
代就更好了！

郑 明：行，爸，我们一定努力！

2013年1月，老北行农贸市场正式停业，大多数商户搬迁至塔湾北行农贸市场。在新北行，新一代北行商户逐渐挑起了大梁。他
们以全新的经营思维和经营模式，让新北行的发展更上一层楼。据统计，北行现在的年交易额约有60多亿元，年销售量达15万吨。

郑怀金
北行第一代经营者。1979年1月，北行开始营业时，就在

行内摆摊，这一摆就是将近40年。

对话时间 2018年11月12日 对话地点 沈阳北行农贸市场

郑怀金（中）是北行的第一代经营者，如今，儿子郑明（右）和儿媳陶莹接过了他手中的接力棒。

郑 明
1979年出生，北行第二代经营者。接过了父亲郑怀金的

事业，是新一代的北行人。

即将40岁的北行，依然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