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前开在老农贸市场的时候，晚

上挺热闹，周边很多做烧烤、卖水果的，

到了深夜，附近酒吧和KTV的客人都会

顺便来我们这吃烧烤，多的时候一单甚

至能达到千元。”方女士向记者描述着

多年前自家店挤满年轻人时的场景，

“生意好的时候，门前要加上不少桌椅，

一天营业额七八千元。”而此刻，方女士

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将这家店重新带回

生意火爆的那些年。

“古巴烧烤”也是一家本土烧烤老

店，其中的烤鸡翅、烤海螺、烤生蚝尤为

畅销。去年，由于城市规划和发展的需

要，共同经营烧烤生意的方氏兄妹在西

城街道的飞凤路上盘下面积更大的店

面，带着合作的烤串伙伴重启了新环境

下的烧烤事业。

当记者到店时，已是晚上8时，举目

四望，仅是建材、家装、车配门店，与在

夜市和人流集中的商业区不同，这里的

环境稍显寂寥，“古巴烧烤”新装修的门

头在安静的街道中显得有些格格不

入。在记者享受美味的烧烤大餐时，一

些顾客也开始陆续而来，却也难复刻当

年宾客盈门的景象。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烧烤似乎是

偏向年轻人的生意。在当下的快节奏

生活中，永康年轻人的口味正被潮流带

得愈来愈挑剔。每天新鲜采购的食材、

亲自熬煮的酱汁以及不变的手艺，这些

本应是烧烤“标准答案”，为何到了这里

就不灵验了？

其实，不论是“古巴烧烤”还是其他

本土烧烤老店，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发展

的困境，是赶潮流做菜品还是坚持老招

牌？踏实烤串还是打造“网红”？许多

过去不需要思考的问题困扰这些多年

来一心一意干烧烤的人。

“开店十三四年，我们的客人以老

顾客为主，这么多年从没有想过借用太

多宣传和营销方式。”方女士想了想说，

“或许是我们位置选得不够好，又或许

是大家还不知道我们的新店址，再或许

当年爱来我们家吃烧烤的那批年轻人

已经散了吧？”

就像“古巴烧烤”这个名字一样，简

单的名字里承载着过去一群年轻人的

记忆和缘分。方女士告诉记者，店叫这

个名只因为哥哥以前的网名叫“古巴”，

以前那群朋友总是“古巴”“古巴”地称

呼她哥。“我哥小时候在东北待过，很喜

欢吃烧烤，年轻时回永康做过不少生

意，最初做烧烤的时候他自己摆摊，后

来开店我就加入帮忙一起做。”方女士

有些迷茫，她回想道：“我也不知道现在

的年轻人究竟喜欢买什么吃什么，晚上

喜欢去哪里凑热闹。以前我也是那批

晚上爱出去玩的人，现在想想，连我自

己也变得不太爱出门了。”

对方女士来说，这些年大家的变化

颇多，许多改变就像没有征兆的梦，上

一秒大家还在其中，一回头就全是过去

式了。“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店铺

主要交由哥哥打理，他还是想坚持开下

去。我们想过要不要搬到巴黎商街，还

是等老地方改造提升完再搬回去。”方

女士苦笑着说，“有生意做还是得做，生

活还得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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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报纸中对烧烤外卖和地域特色烧烤的报道引起不少讨论。虽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事实
上，早些年在永康做烧烤的，并没有带着强烈的地方特色，最初的烧烤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地域区
分，反倒是本土的烧烤一统市场。光阴变迁，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城市的面貌、生活的轨迹

和人们的喜好，能够在大浪淘沙的夜宵生意竞争中存活下来的店铺，既有它们自身的“绝技”，也有着独属于它
们对未来的期望、迷茫。

“叔，脆骨和猪肉各来50块钱。”

6 月 3 日，夜幕一降临，店内的食客

便络绎不绝，”叔“手机上的消息和电话

开始响个不停。

这位”叔“名叫陈群伟，同妻子陈小

华经营的这家名叫”童年回忆“的烧烤

小店在永康美食圈内可谓人尽皆知。

一间小小的店面，忙里忙外的三个人，

从早上 7 时 30 分左右去菜场买肉，手

工串好，等待至晚上 6 时 30 分开门，最

后在凌晨 1 时左右打烊收工，这样重复

而辛苦的日子自开店以来一直持续至

今。

在陈群伟眼里，自己做烧烤 33 年，

人气经久不衰，主要靠一个“稳”字：从

摆摊到选址开店，不仅是为了更稳定的

生活，也是为了能让大家随时都能吃到

记忆中的烤串。“其实开店后做生意更

累了，你得每天坚持开店，以前有一些

客人从周边县市特地过来吃烤串，结果

走了个空门，那种感觉我自己也不好

受，我希望所有人在想吃这口味道的时

候都能吃上。”陈群伟说。

这个“稳”，还体现在这家小店“不

变”的经营理念。“品类只有脆骨、猪肉、

羊肉、牛肉四样，几十年来就没有变过，

因为种类一多，我们忙不过来，品控也

会下降。”陈小华说，他们家烤串的价格

一直没变，有时候肉价涨得太高，他们

不得已把每串的分量减少，等肉价回

跌，再把量补回去。”

稳定的客源让这家小店成为联接

时光的站点，有时刚落座，一个不经意

间的回头，或许就能发现许久不见的熟

人窝在店里的一个角落。常常来这撸

串的朱女士对记者说：“有一次，我刚到

店里，迎面坐着的就是我的老同学，回

头一看是自己的同事，坐下来看旁边居

然还有我认识的其他朋友，真是一种神

奇的体验。”

33 年前，做烧烤摆摊生意的陈群伟

和陈小华才20岁出头，转战在各个学校

门口和街头巷尾，当年的那批小馋猫，

就成了夫妻俩第一批忠实的食客。“来

我这的老客太多，很多时候我自己都认

不全。有许多客人是我们从小看着长

大的，这么多年来，他们不仅一直光顾

我们的生意，还经常会带新客人来我店

里吃串聊天。“陈群伟感慨地说，最早的

时候摆摊，难免要躲“城管”，后来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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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回忆”并不用在新媒体各个

平台增加曝光度，它通过30余年的客户

累积，以“老带新”口口相传的模式延续

至今。这样的店铺不单纯制作美食，但

在不经意间提供大量情绪价值，这种情

绪价值并不来自于“网红打卡”的噱头

和精致的消费环境，而是源自于人们内

心对简单美好生活的向往：三五好友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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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的少年⋯⋯种种

画面都是市井最真实的写照，这种再平

常不过的氛围，却又难以复刻。在食客

心里，烧烤不仅是夜晚的味蕾盛宴，更

是无数生活记忆中的一部分。每当夏

日的夜晚降临，微风习习，街道两旁烧

烤店的烟火随着人潮窜动，那些欢声笑

语、亲密无间的时光，都深深地刻印在

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永远的“童年回

忆”。

情怀加持 永康人的“童年回忆”

故店旧梦 那些年 那些人 那些烧烤

■记者手记

通过数天的采访，记者深刻领教到了

各式烧烤店在永康分布的广度，也不难发

现其中的竞争十分激烈。在了解过程中，

记者也发现绝大部分的经营者都秉持“自

己做生意赚钱总好过给别人打工”的想

法。在永康这片民营经济发达的土地上，

人们对创业的热情就像是自然流淌在血

液里的本能。大大小小的烧烤店铺遍地

开花，给予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择。

在采访多名烧烤店经营者时，记者

曾问过：为什么烧烤市场已经对手如云，

却依旧有这么多人跃跃欲试。他们给出

的答复基本集中在“试错成本较低”“入

行门槛不高”“消费群体大”等几个原因，

这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部分新手面对市

场热潮盲目跟风导致创业失败以及烧烤

行业经营质量良莠不齐等现象。

平平无奇的一顿烧烤，可以满足人

们对深夜味蕾的渴望，却并不能涵盖夜

经济的真实全貌。不论是过去还是现

在，烧烤总是诱人的，它并非当下催生

的新物种，对比近年来以夜生活丰富而

出圈的长沙、重庆、成都等城市，江浙地

区往往被网民调侃夜生活的匮乏，若想

在这庞大的夜经济中稳稳地分一杯羹，

更应该思考如何结合本地人民生活习

性、价值观和消费习惯，切勿被热潮冲

昏了头脑。 融媒记者 邵思民

永城烧烤的迷失和坚持

辉煌和期望中街头巷尾的老味道辉煌和期望中街头巷尾的老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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