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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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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灿灿

真实的摆摊生活 平凡的人间烟火
没有想象中惬意 却是踏实和希冀

【记者手记】

地摊虽小，意义重大。一隅小摊，

就是一方天地，就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在经济开发区铜陵路夜市，约有

200 余家摊位，摊主来自五湖四海，热

情地招揽着来往的行人。

10日晚上5点，记者又来到了刘大

姐的摊位前。当时，天空中飘着一丝

小雨，刘大姐手持着一个小型的电风

扇，正在和对面摆摊的姑娘聊天。聊

天的过程中，刘大姐还不时地拿出手

机查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显示晚上

6点到8点会下雨，我得再等等，就怕刚

把摊位布置好就开始下雨，把这些玩

偶给淋湿了。”刘大姐说。

当天晚上6点30分，当记者再次回

到刘大姐的摊位前时，发现她的摊位

上只摆出了一半面积的玩偶。“先摆一

半 吧 ，能 赚 一 点 是 一 点 ，不 摆 不 甘

心，全都摆了怕下雨来不及收拾。”刘

大姐说。

疫情总要结束，天气也总有刮风

下雨的时候，可生活依然在路上。在

人间烟火中，努力生活的摊主们留下

的笑闹声，给人的感觉，就是繁华和人

气，就是喜悦和希望。

生活依然在路上

近段时间，“地摊经
济”的话题火了，网络上
与其相关的新闻、段子层
出不穷。

在我市地摊经济最
热的经济开发区，地摊经
营者是怎样一群人？真
实的摆摊生活到底是怎
么样的？

9 日，记者来到经济
开发区铜陵西路，探访地
摊经济背后的人间烟火。

傍晚 6 点，刚过下班高峰期，经济
开发区铜陵西路道路两侧已经摆满
了摊位，饰品、食品、花草、男女服饰
等商品琳琅满目。身处其中，音乐
声、叫卖声夹杂着汽车的鸣笛声不绝
于耳，十分热闹。

记者粗略逛了一圈后，天色渐渐
暗了下来，各个摊位前也逐渐热闹了
起来。在这些摊位中，一家占地约 20
平方米，摆了近百个玩偶的摊位吸引
了记者的注意。这个摊位的经营者
是一位身穿印花短袖，背着白色挎包
的中年妇女，约莫 40 来岁，每当有行
人在摊位前驻足，她就会上前热情地
打招呼：“套圈么？10 元 12 个圈，20

元 28 个圈，30 元 45 个圈，50 元 80 个
圈，玩的话我再多送你几个。”

记者在一旁观察了10多分钟，前
后将近有20位行人在该摊位前停留，
但只有一对情侣买了 30 元的圈圈玩
了起来。当天，这对情侣的手气很是
不错，在套走了一个约40厘米长的黄
色玩偶和 3 个手掌大小的玩偶后，心
满意足地走了。

“大姐，在这里摆摊几年了？”一
番观察后，记者主动上前表明身份，
表示想采访其摆摊生活，但该摊主却
十分腼腆，连忙摆了摆手说：“别采访
我了，我就是一个摆摊的，很普通，没
啥好说的。”

为了打开摊主的心扉，记者也购买
了50元的圈圈，一边套圈一边和她搭
话。慢慢地，摊主打开了话匣子，记者才
得知她姓刘，是湖南人，已经在永康呆了
10年。“我小时候没读过什么书，为了方
便照顾小孩，就没选择去工厂上班，摆地
摊虽然收入不太稳定，但运气好时比上
班能多赚一些。”刘大姐说。

摆地摊能不能月入过万？“月入
上万？可赚不到这么多。”面对记者
的疑问，刘大姐的一句话道出了答
案：“来这里逛街的基本都是新永康
人，图个新鲜好玩也不舍得花太多的
钱，花个 30 元左右最多了，有时候一
天都没有一个顾客。”

摆摊收入虽不稳定，但至少有希望

提前4小时占位，一天只吃一餐饭

交谈中，记者得知，来永康前，刘
大姐在湖南长沙做了 10 年的水果生
意。“那时候水果的利润不高，一斤水
果才赚几毛钱，做了 10 年生意，也没
有存下多少钱。刚来永康摆地摊时，
我卖的是衣服，10 元一件的汗衫一晚
上能卖上百件，但是衣服的款式更新
很快，到现在，我还有几百件衣服堆
在出租房里。”话语间，刘大姐指了指
对面卖衣服的姑娘：“哝，那个姑娘也
是亏本清仓甩卖的，尽管如此，成交
量也还是很低。”

刘大姐告诉记者，为了便于照顾
正在读初中的小儿子，刘大姐的丈夫
选择留在老家工作，她则和大儿子在
永康摆地摊。“我在这里摆摊，儿子在
步行街摆摊，为了省出更多空间堆放
货物，我和儿子睡的还是高低铺。”刘
大姐告诉记者，为了能赚些钱，无论
寒冬还是酷暑，只要不是下雨天，自
己和儿子都会准时去摆摊。

虽然刘大姐每天下午 5 点之后才
会开始布置摊位，但她都会在每天下
午1点前到达摆摊点抢占位置。“我这

个摊位地段好，人流量相对较多，为
了不被别人占了摊位，我一直都会早
点过来，虽然得守在这里4个小时，但
心里踏实。”刘大姐说。

记者了解到，刘大姐一般每天凌
晨 2 点收摊回家，当天上午 11 点左右
起床做饭，而这也是刘大姐一天里唯
一一顿像样的饭。“晚上摆摊就是凑
合吃点，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才会去
买碗米线充饥。”刘大姐告诉记者，由
于她一个人看摊上厕所不太方便，所
以也很少喝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 5 月份
以前一直待在湖南老家。现在我的小
摊终于重新营业，虽然辛苦，但心里很
开心，也很踏实。”刘大姐说，小小的地
摊，给了她很多的力量和希望。

“大儿子今年25岁，该结婚了，我
得给他攒彩礼钱。”这些年，刘大姐靠
着一个又一个的圈圈挣出了日常开
支，也有了一点积蓄。接下来，刘大
姐还要靠这一个又一个的圈圈，给大
儿子攒够彩礼钱。

在断断续续的聊天中，记者询问
刘大姐现在有很多市民也开始摆地

摊，对她的生意是否会有影响。刘大
姐考虑了一会说：“现在很多人摆地摊
是为了尝鲜，体验生活，他们一晚上能
赚上百元，就很开心了，一般也不会摆
得太晚。但我们摆地摊是为了生存，
有时候生意不好，我会一直摆到凌晨3
点，希望能多赚些钱。”刘大姐表示，新
兴“地摊大军”主要聚集在三江六岸和
步行街，对于在铜陵西路摆摊的她来
说并没有什么影响。

“用力，要往高一点扔”“你运气
真好，这个玩偶我进货都要80元”“小
姑娘来试几个圈吧”⋯⋯当天晚上，

刘大姐的生意还不错。空闲的时候，
刘大姐坐在一旁和记者算起了账，减
去被套走玩偶的开支，当晚的利润还
有 300 多元。“今天还行，希望这几天
晚上不要下雨，能多赚些钱，弥补一
下前几月没摆摊带来的损失。”心情
渐好，刘大姐许下了一个小心愿。

晚上11点多，刘大姐的儿子过来
了，此时周边已有不少摊主准备收摊
回家。凌晨 1 点，刘大姐和儿子收拾
起了摊位，约莫 50 分钟后，刘大姐的
摊位全部收拾完毕，她也骑上了三轮
车和儿子踏上了回家的路。

靠小小的地摊，挣出日常开支

刘大姐手持铁钩收拾圈圈刘大姐手持铁钩收拾圈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