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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 11时，走进新华洲水产品批发市场，汽车引擎的
轰鸣声、搬运货品的嘈杂声、大框小篮相互撞击的声响交织
在一起，将晋江的夜晚分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
边是人们沉浸梦乡安然酣睡，另一边是热火朝天的忙碌
景象。

新华洲水产品批发市场坐落于池店镇仕春村。这个区
域连接着泉州及晋江市区，6公里内有 3个高速路口，不仅
辐射周边县（市、区），还是整个大泉州乃至周边省市的重要
水产品集散地。

谈起市场的诞生与发展历程，新华洲水产品批发市场
董事长——61岁的“初代”创业者陈清海有着太多感触。

新华洲水产品批发市场前身是“华洲水产批发市场”，
20世纪 80年代形成于池店华洲村、泉州大桥头的码头边，
晋江通往泉州的主干道泉安路从此经过。得益于得天独厚
的区位和交通优势，从20世纪80年代起，华洲村一带的村
民或沿着码头两旁，或在泉州大桥下，零零散散摆起了海鲜
小摊，这便是“水产市场”最早的雏形。

1986年，华洲村“小青年”陈清海也经营着自己的海
鲜摊。

“我们这里水陆交通都很便捷，生意好做。但是，那个
时候摊位没有固定位置，而且条件很艰苦，没有遮风挡雨的
地方，还要起早贪黑。”陈清海回忆，为了把海鲜市场做起
来，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建一个海鲜批发市
场。1987年，他和3个伙伴不谋而合，每人“斥资”3万元，在
泉州大桥下建成了一个占地 5亩的批发市场，20多户鱼贩
集体“搬家”入驻，成为第一批市场商户。

市场有了固定场所、固定摊位和固定管理，变得有了秩
序。“刚出道”的华洲水产批发市场也成为“佼佼者”，迎来第
一个小繁荣时期。

“那个时候，整个大泉州的水产品市场有不少，但是像
我们这里生意这么好的并不多。”陈清海说，市场形成后，石
狮、南安等周边地区的渔民也来这里摆摊，或是批发海鲜去
卖，各大酒楼也前来采购。

“大家都看好这里的市场，很快地方就不够用
了。”陈清海笑着回忆道。为了扩大规模，1995
年，水产市场搬到了几十米外的地方，面积翻
了一番，商户增加 100多户；1997年，市场
再次搬迁至华洲家装市场的地下室，此时
商户已经达到 200多户；2003年，市场又
一次“搬家”，搬到了华洲家装市场旁边，
面积扩大到30多亩。

那些年，为了让市场发展得更好，陈
清海辞去了村干部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市
场的经营中。而数次搬迁市场，也让他积
累了丰富的市场经营管理经验。

时间一晃，又过了 10年。2013年，晋
江开启大规模城市更新改造，位于池店的城
北片区改造让水产市场迎来第5次搬迁。这一
次，市场整体迁至池店仕春村，也就是现在的新华
洲水产品批发市场。

由此，新华洲水产品批发市场走上专业化、规模化的路
子。此时，市场占地130亩，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其中商
铺400间、固定摊位300多个；露天水产品综合交易区7.8万
平方米，规划有活鲜、冰鲜、贝类、淡水鱼、冻品干货等五个
大宗交易区域，涵盖所有水产品类。市场内还配套消控中
心、安保中心、检测中心、客服中心、冷链物流中心、电子商
务中心、仓储配送中心等功能区。

2019年，市场二期工程建成，新增土地32亩、建筑面积
7万多平方米，成为集水产干品、调味品、预制品批发零售
及休闲、餐饮、娱乐、宾服等为一体的综合商业城。

华洲水产品批发市场的变迁与繁荣，陈清海不仅是见
证者、参与者，更是推动者、奋斗者。而和他一路走来的，还
有许多商户。

昨日，记者走进市场B区的海达利水产商铺。这是一
家有着5间店面的商铺，环布店铺四周的35组海鲜池里，帝
王蟹、大龙虾等不同品种的高档海鲜让人目不暇接。虽是
中午时间，依然人来人往，几名店员一边忙着卸货，一边接
待客人。

“华洲水产市场一直是我们创业的福地，它搬到哪，我
们就跟到哪。”店主陈志文说，他与这个市场“大家庭”已经
一起走过 20多年。搬迁新址后，他更是倾注所有，单单一
组海鲜池就投入 3万至 5万元，目的是同市场一起做大做
强，走得更长久。

规模化的运作，再加上优越的交通区位，新华洲水产品
批发市场迅速发展成为周边城市的水产品集散枢纽，规模
多年位居全省前三，交易商户来自全国 20多个省市，并与
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台湾、香
港等地建立长期的业务往来。如今，市场日均进出场交易
2000多车次、人流量 1万多人次，全年水产品交易量达 40
多万吨。

从江边码头小摊到辐射省内外的大型农产品流通枢纽——

40年变迁 池店三大市场
本报记者 王诗伟 钱健铭 曾舟萍 秦越

很难说清，这里是晋江最晚入眠
的地方，还是最早苏醒的角落。

晋江向北，鲤城以南，坐标池店镇
仕春村，隐藏着一个不起眼却充满传
奇色彩的地方——池店三大市场。

这里有汇聚近 400 家农贸商户，
跻身全省三大水产品交易市场的新华
洲水产品批发市场，是“买全国、卖全
国”的水产品流通枢纽；

这里有联动全国十余省、3 万亩
蔬菜基地、年交易量超百万吨的区域
性一级蔬菜批发市场；

这里有占地250亩、商铺360多间、
辐射全省及周边省市的闽南大型农产
品集贸市场——禾富水果农贸城。

每天深夜，当万家灯火渐次熄灭，
池店三大市场已在浓浓夜色中开启新
一天的“舌尖幸福”。占地千亩的“不
夜城”灯火通明，车水马龙，人声鼎沸，
日复一日，全年无休。

“状元故里·环湾新城——池店产业观察”系列报道②

农贸市场是城市生活的标配，熙熙攘攘的人
群、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构成了城市最鲜活的底
色。池店三大市场作为一个“买全国、卖全国”的
大型批发市场，肩负着大使命，它的高质量发展对
市民、商户和经营者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市场，对道路环境、交通
秩序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希望这里的交通环
境、基础设施还能再完善一些。”新华洲水产品批
发办公室负责人史志峰说，三大市场集中在一个
区域，每天进出的车辆众多且以大型运输车居
多。市场形成十多年来，园区道路破损较为严
重。此外，园区交通拥堵问题显著，特别是在傍晚
和夜间的进货高峰期，堵车现象时有发生。

事实上，市场周边的道路环境和交通秩序问
题，也是记者采访过程中商户普遍反映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正在着手解决。”池店镇
副镇长陈文侯告诉记者，镇相关部门正对市场周
边道路开展常态化环境整治行动，对占道经营、车
辆乱停乱放、违规搭建等现象说“不”。

可喜的是，市场周边的道路改造工作已启
动。连日来，池店镇组织工作组到三大市场周边
走访勘察。目前，道路改造规划方案已完成。待
道路改造完成，将进一步畅通市场周边的交通。

与此同时，三大市场二期项目的建设即将启
动。该项目将打通三大市场片区的路网，做强市
场配套，完善产业链，进一步发挥产业的聚集效
应，实现民生保障与企业增收的双重目标。

作为市场的“初代”创业者，近 40年来，陈清
海风雨兼程。如今，他虽已年过六旬，但却老当益
壮，“三大市场前景广阔，我们有信心将它继续做
大做强。”

凭借多年的打拼和积淀，陈清海及其团队在
运营市场方面有着丰富且专业的经验。在他们看
来，池店三大市场的发展还有提升空间。“三大市
场现有面积约 1000亩，规模虽然居全省前列，但
还需要进一步扩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并保持在行业中的竞争力。”陈清海说，三大市场
作为闽南一带的农产品枢纽型流通中心及一站式
集采中心，肩负着为泉州及周边城市提供农产品
供应保障的重任，“希望能有国有资本一同参与，
形成合力，将池店三大市场打造成辐射更多省市
乃至整个南方地区的农产品流通枢纽。”

与此同时，禾富水果农贸城、禾恒蔬菜批发市
场的经营者也对市场未来的发展寄予厚望。他们
期待能够拥有更加现代化、数字化的冷链服务系
统，匹配市场需求的仓储配送服务，以及更加高效
有序的市场运营环境。

从路边摆摊到专业商圈的跨越，从单一交易
到全链融合的升级，池店三大市场的每一次蜕变，
都折射出池店人爱拼敢赢、敢为人先的精神光
芒。站在时代的潮头回望，三大市场如同三块镌
刻着奋斗印记的基石，不仅托起区域经济的蓬勃
脉动，更让古老的池店土地焕发出“商贸兴镇、产
业强基”的全新气象。

面向未来，愿这方充满活力的热土继续以市
场为桥，连通产业与消费、传统与创新、本土与全
球，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一业兴，百业兴。
池店三大市场每一次的场地变

迁、每一次的迭代升级，都是观察当地
乡村发展的一扇窗。从最早的华洲村

“人人经营水产、水果生意”，到现在冷
库、仓储、物流、餐饮等配套建设的完
善，这些变化不仅提升了周边乡村的
产业层次，更为村民铺设了一条康庄
大道。

食用农产品，最讲究的是一
个“鲜”字。冷链物流在保

障食品安全、提升供应
链效率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这就需要有
匹配市场需求的冷
链项目。

为 满 足 商 户
对冷链物流的需
求，1996年，陈清
海投建了一个大
型冷库。这个冷库
位于原华洲水产市
场对面，能够储存容

纳 2万吨冻品。虽然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

些商户的冷链物流需求，

但仓储空间还是“供不应求”。
随着三大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和

商户需求的不断增长，整个冷链供应
链也进一步扩容和升级。

2024年底，位于三大市场西北侧
的汇诚小微工业园项目开启运营。该
工业园项目包含13.8万平方米的仓储
冻库、6.2万平方米的冷链农贸交易大
厅、10万平方米食品加工标准厂房、冷
链物流专线，构建了一站式的全链条
服务供应链。

目前，汇诚冷链市场1号冻库已投
入运营，共有108家商户入驻，冷冻食品
商铺集聚效应初显。待 2号冻库投用
后，整个园区规模将达到30万平方米。

“消费者对冷链食品的需求日益
增长，冷链食品产业有着广阔的发展
前景和市场拓展空间。泉州作为经济
大市，长期以来缺乏规模化的冷链市
场，汇诚项目将逐步填补这一空白。”
池店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汇诚项目将
与周边的三大市场形成合力，为池店
镇带来发展新动力。

池店三大市场的繁荣，不仅拉动

了冷链物流产业的发展，更为周边村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这里每天
数千车次的车辆和2万多人次的人流，
为村民提供了丰富的商机。

“以往，一些商户、经销商、货车
司机会在店铺角落里休息，或是直接
睡在车上，很不方便。”仕春村该片区
网格员陈金荣介绍，自从有了三大市
场，村民空余的房间成了“香饽饽”，

“没有三大市场时，自建房出租一间
每月仅两三百元，现在条件稍好的，
一间租金可达上千元，单身公寓的租
金还更高。”

一些村民还将闲置的房屋、厂房
出租给商户作为仓库或加工场所，实
现创收。同时，三大市场也为周边村
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搬运、分拣、粗加工、打包、配送，
这些大多需要人工完成。”陈金荣说，
每天在三大市场从事这些工作的达上
千人，其中不少是周边村民，“男性可
以从事搬运、配送的体力活，妇女可以
做一些粗加工、打包的活儿，每月收入
数千元是很普遍的。”

此外，三大市场也带动了周边餐
饮、住宿、商超等产业，让乡村振兴的
底子更加“厚实”。

进驻仕春的新华洲水产品批发市
场，仿佛“开挂”一样，驶上发展快车
道。凭借30多年积淀的口碑和客户资
源，蔬菜、水果两大专业市场也在此集
结，并迅速成长壮大。

2015年，在新华洲水产品批发市
场北侧，禾富水果农贸城建成投用，原
位于华洲村的水果市场整体搬迁入
住；2016年，禾恒蔬菜批发市场启动运
营，晋江、鲤城一带的蔬菜商户组团进
驻。自此，池店仕春形成了一个大规
模的农产品一站式采购商圈，并称“池
店三大市场”。

如今，池店三大市场商圈日均交
易车流量 5000多车次，日均人流量 2
万多人次，全年产品交易量超 200万
吨。在保证晋江周边市民“菜篮子”

“果盘子”供应的同时，也为池店的经
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昨日傍晚，禾富水果农贸城市场
内，来自河南、山东、江苏、江西等省份
的重型运输车排着长龙，搬运工人一
趟又一趟地往返于大货车和商铺之

间，装货、卸货、运输，整个过程一气呵
成。夏日的市场里，气温超过 35摄氏
度，汗水浸湿了每位劳动者的衣衫。

日落时分，果蔬市场也进入每一
天的繁忙时刻。

“各类精品水果一应俱全。除了
供应本地的商户，还有从福州、三明、
莆田，以及安溪、南安等地来提货的经
销商，有的中午就到了，大家都是为了

‘抢鲜’。”禾富水果农贸城总经理涂强
介绍，前来采购、提货的还有江西等省
的客户，“尤其是闽南地区，每月农历
初一、十五的前两天，经销商们都会聚
集于此，忙着采购，满载而归。”

作为泉州市重点项目，禾富水果
农贸城前身为始建于2005年的华洲水
果市场，2015年随水产市场整体搬入
仕春村，占地 250 亩，商铺 360 多间。
如今，禾富水果农贸城依托优越的地
理位置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已成为“买
全国、卖全国”的大流通枢纽，成为闽
南地区一流的大型农产品集贸市场。

三大市场之一的禾恒蔬菜批发市

场，也是省内重要的区域性一级蔬菜
批发市场。该市场辐射整个大闽南地
区及三明、莆田，以及福州福清、平潭
等地，经营蔬菜品种达 200多种，年交
易量达百万吨以上。

禾恒蔬菜批发市场公司市场部经
理苏伯星介绍，市场以闽西北、闽中蔬
菜基地为依托，在全国各地拥有3万多
亩蔬菜基地，并与湖北、广东、海南、甘
肃、河北、云南、宁夏、陕西、河南、内蒙
古、山东等省、区、市的主要蔬菜供应
基地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可调配反季
节、差异性的优质蔬菜品种，为丰富全
省“菜篮子”工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守护“舌尖幸福”，晋江、池店
两级立足“大市场、大质量、大监管”，
以高效能市场监管赋能高质量发
展。在食品生产各环节加强监管的
同时，不断完善食用农产品“一品一
码”全过程追溯体系，并打造“三大市
场快 E检”小程序，依托大数据，打通
市场监管、农业、海渔、林业、粮储、卫
健等食品安全相关部门食安数据，构
建起生产经营食品“进、产、储、销”全
过程线上追溯体系，守护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

五次“搬家”
见证水产市场蝶变之路

从水产单极到果蔬集群 三大市场共筑“菜篮子”

一业兴百业 三大市场激活乡村振兴产业链

破局与展望
三大市场的升级突围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