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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对于孟凯来说，过得充
实且忙碌。

继晨光文具（拱宸店）后，3 月中
旬，他的另一家店铺，晨光文具（景和
店）在经过一番调整和布置后，也正式
开门营业。

新店面积 100 平方米，比老店大
一倍，当然，新店的租金也更高，15 万
元一年，经营压力还是存在的。

孟凯的这家新店，其实原来就有，
他是从上一任店主手中直接接手过来
的。

“开新店的想法一直都有，就是一
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后来了解到，这里
有家文具店正在转让，我就过来考察
了一下，然后就接手了。”孟凯说，这两
年虽然遇到了疫情，但老店的营业额
反而逆势增长，这带给他很大的信心。

对于开店，孟凯有自己的想法和
心得。

老店是 2011 年开出来的，那时
候，主要是孟凯的爱人一个人负责经
营，经营情况马马虎虎，维持基本生活
是可以，但是要有多的结余也没有。
孟凯参与到文具店的经营后，就加入
了很多自己的想法。

比如，他经过探索，敏锐地捕捉到
了学生群体对于很多高端文具品类的
需求，就根据他们的喜好，及时调整和
增加了店里的产品供应类型，还在店
里加入了很多时尚的文创产品、礼品
等物件的销售，让小店经营的产品变
得更加丰富而灵活。

后来，孟凯又将外卖引入到了小
店的销售中。

“这样一来，就把我店铺的销售范
围延伸到了原来涉及不到的区域，即
使利润率低一点，也都是增量。而且，
外卖对于利润的提升是立竿见影的。”
孟凯说。

孟凯参与经营的这三年里，店里
的营业额一直都在稳步提升。

新店接手后，孟凯就根据之前摸
索出来的一套成功经验，对这家店铺
进行了改造。现在，新店开业才20多
天，还处于一个磨合阶段。

尽管如此，顾客的反馈，已经让孟
凯看到了希望。

“虽然开店时间不长，但有不少家
长和学生都告诉我，店里的东西比原
来多了很多，原先买不到的产品，现在
都能在这里找到了。他们有需求和我
说，我也会及时给他们回馈，他们觉得
我很懂他们。”孟凯说，这种被顾客需
要的感觉，真的很好，“我想，只要好好
努力、用心经营，一定可以提升店里的
营业额，也一定能够换取大家的信任
和支持。”

信心和求变
“被顾客需要的感觉，

真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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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7日，钱江晚报·小
时新闻认识了 1985 年出生的张立
功。

那一年，是这个36岁的男人和
妻子在杭州萧山开夫妻菜店的第 7
年。

进货、理货、开店，生存⋯⋯开
小菜店每一天的后半夜，张立功都
如猫头鹰般清醒。

他用“你帮我我帮你，挺过这一
年”总结了自己在疫情影响下的生
意和生活，他盼着接下来疫情可以
缓一缓，小店可以活下去，日子可以
好起来。

过去一年，钱江晚报一直在记
录着张立功们的小店故事。

我 们 10 多 路 记 者 深 入 杭 城
100 多家小店进行调研，亲历小店
在疫情下的生存和困境，倾听店主
的诉求和心愿，也记下了他们的坚
韧和不屈。

100 多个小店中，年龄最小的
店主出生于 1996 年，最大的 60 多
岁。

一年后，疫情依旧未散，张立功
们还好吗？我们再度派出原班人
马，对小时小店进行再调查。

3月25日到4月10日，11路记
者走访了104家小时小店。

这 100 多家小店里，有我们持
续关注了一年的老面孔，也有刚刚
加入的新面孔。小吃店、面包店、服
装店、理发店、洗衣店、粮油店、花
店、宠物店⋯⋯它们可能就是你天
天光顾的楼下小店，也可能是你路
过的一家不起眼的小店。

所有小店生意都受到疫情影
响。坚守的，转型的，离场的，所有
人都在想办法活下去，想办法活得
更好。

一家小店背着一家人的生计，
万家小店点亮的是万盏人间灯火。

疫情进入第三年，被疫情放大
的酸甜苦辣，在小店生存中似乎格
外明显。

是继续抱团熬过“倒春寒”，还
是已经等来春江水暖，小店比任何
人的感知都要敏锐。

他们是如此真实地活在我们身
边，一如疫情下努力生活的你和我。

即便是微光，至暗中也能闪闪
发光，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

更何况，春已过半。
阳光一天比一天热烈，日子，也

会一天比一天明亮。

张立功的小菜店在湘湖社区西
门一排店面的头一家。

1985 年出生的张立功，老婆比
他小两岁。

2014年，两人从安徽老家来杭
州，学历不高，不会做别的事情，就
开起了社区小菜店。

辛苦拼搏是他们撑起店的唯一
途径。

每天凌晨 1 时多醒来，去菜市
场进货送到店里大约早上 6 时，吃
完早饭再送孩子上学，而后又是看
店，直到下午能睡上几个小时，继续
开店，直到晚上 9 时收工，每日如
此，张立功的后半夜总像猫头鹰一
样清醒。

“今年明显感觉精力不够用。”
张立功神色之间满是疲倦，这家小
菜店，活到今年是第八年。

店租一年 3.5 万，价格不贵，客
流量稳定，是张立功当初把店开在
社区里面的缘由。

但疫情之后，客流量的减少，对
社区店也没“手下留情”。

去年，一天 100-200 单，平均

营业额在 5000 元。今年过完年回
来，客流量少多了，一天只有100单
左右，营业额在3000元左右。

赚来的钱，张立功感觉存不下
来，“哪里都要花钱，去年余下来 3
万多，回家过了年，全部都花掉了。
今年看这个形势，感觉都赚不了什
么钱。”

他的两个儿子在湘湖社区附近
的学校上学，一个 12 岁，一个 13
岁。暂时，两个儿子的学习还花不
了很多钱，但后面，所需要的开销会
越来越多。

一想到这些，张立功有时压力
大得睡不好。

“我也想着要么不开店了。可
如果我一个人去上班，老婆留在这
里开店，是不现实的，也没有人进
货。两个孩子也没有人去接送。”

离开杭州更加不现实。
“孩子都在这里上学，杭州的教

育资源比老家好。”
张立功说，现在就只能撑着，

“只要能把店维持下去就行了，撑着
撑着就熬过去了”。

不安和徘徊
“撑着撑着就熬过去了”

“死”过一次的店，再重新活过
来，老涂已经觉得自己很幸运了。

“每日三醒”面包店是 2019 年
3 月份重新开张的。在此之前，老
涂曾开过一家连锁面包店，2018
年，十家店陆续关停。亏了七八百
万，是老涂第一次创业的结果。

为什么取“每日三醒”？老涂
说，一个是他做的欧包，在制作过程
中需要三揉三醒，另一个，人生也是
一样，每日三醒，做一个决定之前，
都想一想，想三遍，确定了再去做。
第三个，也是对自己第一次创业的
一个警醒。

新店重开，从理念到产品到店
的 布 置 ，每 一 处 细 节 ，老 涂 都 亲
自抓。

“我还是很幸运的，店开了之后
最难熬的时期，我接到了一家大企
业的年单，基本上不用担心一年的
生存问题。”

所以 2020 年初的疫情对老涂
的店几乎没有影响。

事实上，企业大单是一把双刃
剑。“稳定是稳定了，但也存在风险，
回款比较慢，抗风险能力单一。”

2021 年 4 月，老涂开始了新一
轮对店的改造，“我要把重心移到经
营散客上来”。

他把店里的产品进一步细分，
哪些是引流产品（亏钱但可以带人
气，把客人引进店），哪些是利润产
品，店的定位也变成“家一样的，你
有什么不开心或开心的时候可以来
坐坐，喝喝咖啡，喝喝酒的地方”。

“温度”是老涂做社区店的关
键词。

他想打造一种社区生活场景。
“无糖无油的硬欧包，是现烤的，顾
客可踩着点来吃热的。咖啡是热
的，鲜奶是冷的，我想给大家提供的
是外卖等无法代替的。”

现在老涂有 3000 多会员。他
的客户群年龄层在 27 到 45 岁的占
到了90%。

“我是身上带着箭的人，一直在
负债和流血，但现在‘每日三醒’，已
经可以让进来的血比流出去的多
了。”老涂觉得，疫情的影响一定是
有的，不过所谓危机，就是危中有
机，只要用心做，社区店是可以做好
的 ：“ 房 租 要 控 制 在 整 个 营 收 的
10%到15%会比较合理。”

经历过一次创业失败的他，比
之前更谨慎：“只要不关店，我就有
信心做好这家店。我会稳稳积累和
优化，未来还是想让我的理念扩大
到更多家店里去。”

努力和坚持
“我相信终究会越来越好”

小时小店这一年
从 2021 年 3 月 7 日起，钱江晚报

推出“小时小店”系列策划，通过亲历
报道、深度调查、社群服务等形式，反
映疫情下小店的生存状态和蓬勃生命
力，展现小微业主的拼劲韧劲和乐观
精神。

一年多的时间里，钱江晚报组建
了 3 个“小时帮你开小店”微信群，为
小店主搭建“抱团取暖”平台；组织过
多次线下分享会，聘请导师专业指导；
策划了“小时小店送福利”“小时记者
当店长”“小时小店直播”等活动，帮助
小店扩大影响力。

在今年的省两会期间，钱江晚报
联合省政协委员将小店调研成果写成
提案上报省两会。

杭州有多少家这样的小店，我们
不得而知。

但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小店，是一家
人维持生计的依靠。这些成千上万的小
店，是杭州大街小巷的烟火，是这座城市
最基本也最敏感的商业细胞。他们活跃
了，我们的城市才有生机和活力。

疫情下，也许我们没办法为他们
做得更多，但他们的忧虑期盼，他们的
坚守打拼，值得被所有人看见和关注。

老涂面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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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凯文具店

杭州百家小店画像

老涂的“每日三醒”面包店洋溢着温馨的氛围 受访者供图

90后云南小伙经营着一家宠物店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摄

孟凯的晨光文具店品类丰富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詹程开 摄

孟凯的晨光文具店品类丰富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詹程开 摄

张立功的菜店方便了社区的居民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章然 摄

开店35年的邀月楼饭店吸引了不少老顾客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摄

手语姐姐烘焙房里，一位聋哑
烘焙师端出刚出炉的糕点。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摄

新闻＋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葛晓
娟 胡大可 张宇灿 杨茜 边程壹 方
力 施雯 詹程开 谢春晖 章然 盛锐）制图：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盛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