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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供：背篼送货不亦乐乎

9月18日，记者在渝中区化龙桥一个小区，见
到了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重庆百
货”）退休职工钟德蓉，今年75岁的她精神抖擞，
和年轻人一样，爱刷抖音、发朋友圈。

在三八百货商店（简称“三八商店”）、重庆百
货工作近30年，她见证了老百姓从“凭票买”到

“任意购”的消费变迁，也见证了国营商店、集体商
场、外资商场蓬勃发展的历史。

1973年，24岁的钟德蓉被分配到三八商店文
化柜任营业员，听到这个消息，她高兴不已，激动
得一夜没睡。“那个时候，女孩子以去‘三八商店’
上班为荣。”她说，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能去，还有学
历、身高、身份背景等要求。

重庆现在有“背篓专线”，20世纪60年代有
“背篼精神”。钟德蓉听老员工介绍，当时，商店喊
出“一女顶五男”的口号。很多姐妹白天工作后，
晚上去工地，帮着运生铁和焦炭。为了保障商品
供应，每个女员工都参与运输，进货时背篼、箩筐、
板车齐上阵，女同志也照样拉板车在大街上飞
跑。全店每月销售300多吨商品，都是靠背篼、箩
筐等工具运输，每月能节约运费约2800元。

藏品：布票粮票见证历史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生活物资还是比较
匮乏，虽然粮食、食用油、肉类、布料等有销售，但
还是需要“凭票购买”。

“这在当时算是最小的布票，一般都用它找
零。”钟德蓉指着一张略微泛黄，面额为“壹市寸”
的布票连连感慨，“现在日子好喽！当时票紧张，
即使拿着布票，都要抢，有时还不一定能抢到，抢
到的布也只有过年才有机会做身新衣服。”

在她的家里，钟德蓉还收藏有布票、粮票、煤
票、肉票、购货券……

1975年，一幢崭新的四楼一底的营业大楼矗
立在解放碑旁，是当时第一个高于解放碑的建
筑。三八商店也更名为重庆百货商店。

“这个时期，除了需要‘凭票购买’的品种外，
其他物资已经变得丰富起来，比如我所在的文化
柜，以前只有日记本、作业本、笔等20多种类的文
化用品，柜台也只有两三个，到了新商店，柜台达
到了七八个，营业员也从三四个增加到10多个，
文化用品达到几十种，还有钢琴开始销售了。”钟

德蓉回忆说。
改革开放初期，重庆百货开启了改革试

点。1978年，重庆百货在全国商业系统率先
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开始从政府附属机构
向市场主体转变。钟德蓉介绍，干得好，每
月能多得两元；干得差被投诉，月底可能被
扣罚两元。

1996年7月2日，重庆百货在上交所上
市。“我有一张股权证，是我见证重庆首家商
业上市公司的证明。”钟德蓉自豪地告诉记
者，“当时发行内部股，我购买了2000股，一
块钱一股。”钟德蓉说，拿到股权证，自己就
是企业的出资人，上班更有劲，更有盼头了。

如今，重庆百货已迈入发展快车道。

2023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340亿元，归母净利润
13.15亿元，利润总额、归母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
等主要经营指标在A股零售上市公司中名列前列。

繁荣：活力四射新兴商圈涌现

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国家允许外资
进入特定地区特定领域的零售市场。同年，重庆
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江开放城市。不久，台资、外资
百货相继进入重庆，为重庆商业注入了新鲜血液。

1994年，重庆首家台资企业富安百货在两路
口开业。1995年，大坪百盛开业，成为最早进入
重庆的外资百货。之后的十余年时间，太平洋百
货、远东百货、银泰百货、茂业百货、王府井百货等
一批外来百货企业纷纷进入重庆开店。

自2012年以来，重庆商业进入购物中心时
代。龙湖天街、光环购物公园、星光天地、奥特莱
斯、万象城、老佛爷、来福士……重庆商业版图从
解放碑、观音桥等传统区域，开始向中央公园、礼
嘉、大学城、龙洲湾、照母山等新兴商圈发展。

除建设新兴商圈，重庆还加速打造新商业中
心。市商务委消费促进处处长王顺辉表示，我市
正在高标准建设中央商务区、寸滩国际新城等商
业中心，加快建设解放碑—朝天门、观音桥世界知
名商圈，在“家门口”就能“买全球”“卖全球”。

自2021年以来，重庆加速与国际接轨，更便捷
“买全球”“卖全球”。市商务委数据显示，今年1~6月，
重庆跨境电商交易额204.61亿元，同比增长12.89%。

这一亮眼的数据背后，是重庆作为全国第二批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通过加大对龙头企业的引入
力度，搭建平台、培育主体、聚拢产业，实现跨境电
商的快速发展。截至目前，重庆已累计培育认定6
个市级跨境电商示范区，打造了12个跨境电商产
业园区，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已超过3000家。

重庆百货的发展史，也是重庆商业领域转型创新发展的缩影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郑三波

渝中区解放碑步行街，不少市民、游客在纪念碑下拍照打卡。 尹诗语 重庆日报/视觉重庆

跨入新千年，新落成的重庆百
货大楼成为解放碑的新地标。

“三八商店”期间，市民在
商店购物。

“三八商店”期间，女员工撑起半边天。

画外音

重庆加速建设
国际消费中心

重庆市商务委
党组书记、主任章勇
武说，自 2021 年以
来，重庆培育建设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三
年，全市社零总额平
均增速8.7%，高于全
国2.3个百分点，在5
个国际消费中心试
点城市中保持领先。

“能取得这样的
成绩，得益于重庆加
速培育建设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章勇
武说，重庆先后引进
了万象城、老佛爷等
知名商业运营商落
地，目前已有超2000
个国际国内知名品
牌在市内“蓬勃发
展”，陆续建成80多
个城市消费新地标，
市民在“家门口”就
能实现“买全球”。

重庆人足不出
户就可以方便快捷
地“卖全球”，这是由
于拥有中欧班列（渝
新欧）和西部陆海新
通道，企业可以更好
地向中亚、欧洲、东
南亚、南亚等国际市
场拓展。2023年，西
部陆海新通道通达
全球120个国家和地
区的 490 个港口，中
欧班列（渝新欧）覆
盖欧亚 110 个城市。
去年，重庆出口总额
4782.19亿元。

新中国成立
的 第 二 年 ，即
1950 年 5 月 1
日，重庆百货的前
身“宝元通”从民
营转变为国营，更
名为西南区百货
商店。1958 年，
更名为重庆三八
百 货 商 店 ……
1993 年，成立重
庆百货大楼股份
有限公司。1996
年，以“重庆百货”
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

纵览重庆百
货的发展史，也是
重庆商业领域不
断顺应时代、市场
需求转型创新发
展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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