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海调查A04
2022年7月5日 星期二

责编:宋熙艳 主任:柴晓萍 责校:汪清梅

“希望客流量能再多一些”

对于实体店，客流量是关键。“这两
天人多，我和搭档很早就来店里备菜、
收拾。10 点多就开始准备外卖的单子
了。”西宁市城中区一家麻辣烫店，店主
海萍日常的一天，要从洗菜、切菜、串
菜、熬汤配料中开始。

6月初，西宁市恢复堂食后，海萍的
店迎来了上半年的高光时刻。“虽然我
们按照要求做核酸检测，做好全面消
杀，但每天到店消费的人不到两成，反
倒是外卖订单比往年多。”海萍说，6 月
中旬起，到店消费的客人渐渐多了起
来，也有人挑完菜后要求打包带走。在
她看来，无论是否堂食，一天天上升的
营业额才是关键。

从父辈手中接过这家麻辣烫店的 5
年时间中，90后的海萍和众多餐饮小店
的店主一样，经历了疫情的反复，从起
初的慌乱无措，到如今的心态平和，她
说自己能做的就是用干净和美味留住
和吸引更多的客人。

“这条街只有我们一家麻辣烫店
了，附近有办公楼和小区，开通线上团
购后，营业额的确多了一些，能抵消一
部分没开店时候的开支。”每月房租
4600元，雇了一名帮厨，加上水电费等，
海萍每天固定开支 253元。

“6 月份的时候，每天还能卖 1000
多元，这两天天气热，来吃单价比较低
的凉皮和粽子的顾客比较多，营业额还
算过得去。”海萍说，因为线上订单多
了，自己最近一直在练习打包速度，“希
望客流量能再多一些，如果每天能卖
2000多元，今年就不算白干。”

复苏的小店：办法总比困难多
西海全媒体记者 周建萍 吴予琴 /文 祁晓军 /图

坐落在街头巷尾、风
格迥异的小店是经济发
展的毛细血管，彰显着城
市发展的活力，承载着城
市的烟火气，也维系着城
市的民生和就业。

进入盛夏，随着气温
升 高 的 消 费 力 能 否“ 追
回 ”因 疫 情 耽 搁 的 时 光
成 本 ？ 在 奋 力 求 生 ，困
难 与 希 望 同 在 ，焦 虑 与
信 心 交 织 之 间 ，不 同 的
小店有着各自的生存之
道 。 连 续 多 日 ，西 海 全
媒体记者分赴西宁多个
城 区 采 访 ，倾 听 来 自 店
主们的心声。

【记者手记】

受疫情影响，不少“小店”在
经营过程中遇到了难题：资金周
转不畅，贷款困难，人手短缺，场
地受限等。要想恢复“小店经
济”的“元气”，既要有政策上的
倾斜支持，也要有实实在在的帮
扶行动。

面对现实困境，一方面是店
主想尽办法努力自救，另一方面
是西宁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等一系列举措，为“小店经济”发
展保驾护航。目前，西宁市正在
加紧减税降费、提供补贴，合理
规划创新发展“小店经济”，既方
便了周边群众，解决了就业和收
入难题，同时也使城市“毛细血
管”更加健康。

当然，从长远来看，要让“小
店经济”更加亮眼夺目，还需要
从城市规划、数字化接轨、多元
化创新等方面加以引导和帮助，
推动形成多层次、多类别的发展
体系，才能使“小店”真正激发

“大力量”。

7 月 3 日 17 时，海湖新区一家女装
店里，店主李银珍热情招待试衣顾客。

“不管顾客消不消费，都可以试穿，开实
体店就要有好的服务。”

这是李银珍开的第二家服装店，虽
然面积不大，但每个月超过 1万元的房
租及物业费用，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是
压力很大。

疫情期间无法开店，李银珍交了
几 个 月 的 房 租 ，但 没 有 一 分 钱 的 进
账，她只得把目光投向线上，通过短
视频来吸引顾客，让小店有持续的关

注度。
“最近很多小姐妹私信我，问我家

衣 服 贵 不 贵 ，今 天 就 带 你 们 看 一 下
500 元 能 在 我 家 买 到 多 少 件 衣 服 ？”

“ 海 湖 最 偏 僻 的 女 装 店 ，你 来 过 吗 ？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店铺……”打开李
银珍的短视频账号，或是介绍着店铺
的地理位置，或是服装上身效果的展
示，一百多条更新的视频内容都跟店
铺有关。

“线下一天的收益可能是几百块
钱，那线上就是几千元甚至更好。”李银

珍说。大部分时间，她是在店内拍摄短
视频，集中精力在网上做营销。自己打
快递单发货，如果有顾客晚上下单，她
也会亲自开车去送。

“3 月份到货的春装卖了不到 3 天
就关店了，现在衣服积压得有点多。而
且因为流动资金链断了，夏装只是提了
一少部分货，加上每个月的房租及物业
费，还是挺困难的。”李银珍说。尽管如
此，李银珍也没有放弃实体小店，“年轻
人嘛，多想想办法，线下和线上相结合，
总会好起来。”

“很多人没听说过‘鸡蛋酸汤’这道
美味，所以宣传片播出去以后一下子引
来了好多顾客。感谢好政策，让我们发
展下去的动力更足了。”在西宁市城东
区经营着一家小型餐厅的马文录说。

即便是土生土长的老青海人，也不
一定晓得鸡蛋酸汤的做法。但是，一部
宣传片便可让食客直观地了解店里的特
色创新菜品，再通过文旅部门的官方推
介，这道美食立即拥有了一大批粉丝。

干净明亮的后厨间，马师傅将锅热
至七成时，迅速将羊油融化，紧接着倒入
鸡蛋液，随着腕臂的转动，一张张薄薄的
金色蛋饼迅速形成。为了美化视觉效
果，他还在鸡蛋液中加些许食用色素，金
黄搭配赤红显得别具一格，随后的切丝、

熬汤一气呵成，而后淋上青海独有的湟
源陈醋，一股浓香扑鼻而来……

时长 4 分钟的美食纪录片，是城东
区文体科技旅游局为辖区优秀特色餐
饮美食、非遗美食免费拍摄并宣传推广
的，一经推出立即引起各方好评。

“拍摄、制作、发布虽然耗时耗力，
但能让更多人了解并有强烈的意愿来
东区品尝特色美食，就是我们制作系列
纪录片的初心。”城东区文体旅游科技
局局长田红霞介绍，截至目前，美食系
列纪录片已拍摄 41期，既有酿皮、抓面、
炮仗面等特色传统美食，也有像“鸡蛋
酸汤”这样的创新融合菜品，推广餐饮
业的同时，也提升了城东区的人气和烟
火气。

进入旅游旺季，繁华的西宁“夜经
济”正在成为提振消费的“引擎”，灯光
下的消费潜能不断释放，一批人气旺、
活力足的小店竞相涌现 ，配合“夜经
济”带旺城市烟火气。海鲜、烧烤、啤
酒……新开的夜市人气总是格外旺。

“开店这么久，第一次和我的‘月
球’合影。”7月 2日，在北川湿地公园附
近开了家城市露营基地的罗兰发了条
朋友圈，之所以顾不上和自己亲手打造
的小景观拍照，是因为她的确很忙。

从着手准备到顺利开业，罗兰一直
在社交媒体上记录并发布重要节点的
文图视频。“每天在微信上预约的人很
多，基本是年轻人。相比起找固定的店
面和服务员，在夜市开店的成本更低，
对于创业初期的我们更友好 。”罗兰
说。在新晋的网红地开帐篷小店，创意
不能少。为此，她不断把自己经营的这
方小天地打造成“小平台”，有了人流量
的加持，成功吸引来了小型音乐节、后

备厢集市等新业态。
“虽然还有很多未知，但一切才刚

刚开始，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祝愿大
家都能生意兴隆。”多元化的服务业催
生更多就业机会，从线上了解到线下体
验，这一新的消费习惯已在市民中逐渐
培育和养成，并不断释放消费潜力、激
发消费新动能。

“多想想办法，总会好起来”

“免费拍摄宣传片，感谢好政策的支持”

“未来的路还长，努力就会有收获”

西宁市城西区胜利路一家西宁市城西区胜利路一家
服装店内服装店内，，顾客在挑选衣服顾客在挑选衣服。。

西宁市城中区夏都大街一家餐西宁市城中区夏都大街一家餐
馆内馆内，，顾客在用餐顾客在用餐。。

↑西宁市城东区南山路一家商店
内，店主在整理货品。

西宁市城西区商业巷一家小吃店内西宁市城西区商业巷一家小吃店内，，店主正在做特色美食店主正在做特色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