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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今日济南

“ 80 后”公务员

前三次一件东西没卖

“别摆摊了，我们把你的
货都买下来还不行吗？”“80
后”的李然(化名)摆摊，是在家
庭成员的“非议”中开始的。

李然是一名公务员，收
入稳定，家庭条件也不错。但
今年10月份，她突然做出了
一个决定：摆地摊。她想积累
些经验，并挣点外快，“这样
花起钱来会比较踏实”。

这个决定受到了父母的
强烈反对，“受那个罪干吗？
想花钱我们给你就是了。”

“我们把你的货都买下来还
不行吗？”父母软硬兼施，希
望她能改变主意，可她铁了
心非干不可，自己花了一千
多元，到批发市场批了帽子、
围巾等保暖用品。

夜市看上去挺火，可想
在其中立足需要颇费一番工
夫。

第一晚，李然拉着自己
心爱的货来到洪楼夜市，可
她发现这里的摊主都把价格
压得很低，加上面生，她一分
钱都没挣着。第二天依然如

此。第三天，她开着面包车到
山师夜市逛了一圈，可发现
人太多，压根儿没她的立足
之地。咋办？她直奔燕山立交
桥南，“我想试试开辟个新地
方。”

那里学生很多，不时有
人在她的摊位前驻足，还有
不少人拿起她的围巾试戴，
她心里美滋滋的。可最后，她
一分钱都没卖出去，一条浅
色的围巾还被弄脏了。

前三天，一分钱都没进
账，李然有些挠头。后来听亲
戚说，在高新区有个夜市不
错。第四天，她把车开进了高
新区。在那里，她的地摊终于
开张，卖出了第一条围巾。

之后每当晚上有时间，
她就开着面包车一路向东，
在那里当上两三个小时“老
板”。到现在，尽管当时进来
的第一批货还没卖完，但李
然算了算，已经赚了100多
元，“会慢慢好起来的”，她已
经打算好了，将来做实体店，

“花自己的钱，才舒服”。

72 岁老人

冻了 3 小时，卖了 2 块钱

在夜市摊主的庞大队伍
中，有一些老年人的身影。

14 日下午 6 点左右，在
市立五院门口夜市，一个老
人守着一个小摊，卖些保暖
用品。老人叫张建英，已经 72
岁。

为 了 御 寒 ，她 穿 着 坎
肩、背心、大棉袄，里里外外
裹了七层衣服，另外还绑上
了护膝，“天冷的时候，风会
往腿里钻，久了腿就麻了。”
她说。这副护膝是从隔壁地
摊上买来的，她已经记不清
这是自己的第几副护膝了，
因为舍不得买好的，这副护
膝穿了一段时间后，后面扣
带的粘性变得不好。一坐一
站，护膝就裂开。“三十几块
钱的也有，可我买那么好的
干什么？”

老人的眼睛已经有些花
了，收钱的时候，她要侧着
身，借着对面店铺里的灯光，
一张张地把钱看清楚。有时
候收到五十或一百的，她都
会让隔壁摊位的老板帮忙看
看。

没顾客的时候，张建英
坐在台阶前的小板凳上，将
双手抄在袖筒里，看着下面

摊子上一副一副的手套、袜
子等，不说话。有个年轻女孩
子来买套袖，张建英立即起
身，说起了价钱：“五块钱两
副，一副两块五。”最后讲价
讲到两块。张建英收下两张1
块钱，在灯下瞧了瞧，收进包
里。

张建英摆地摊已有二
十多个年头了，以前打游
击，这几年才在市立五院
旁边的夜市固定下来。她
夏天卖棉背心、袜子，生
意好的时候，她一天可以
卖上七八十元，不好的时
候只有一二十元，有时候
甚 至 一 晚 上 都 没 生 意 。
“昨天晚上，我卖了3个小
时，就卖了2块钱。你说好
笑不？”说着，张建英捂着
嘴，自己先笑了起来。

七十多岁的人了，很多
人觉得张建英该在家享福，
可她还是坚持要出来，张建
英的老伴儿十几年前过世，
儿女们都有自己的家。她也
不愿意儿女过来帮忙：“过
来 干 什 么 ，我 又 不 是 做 不
动。”来这里摆摊，一方面可
以贴补家用，同时也还可以
和周围的人说说话。

夜市
人生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孟敏

见习记者 张文 实习生 姜东林

寒冬夜市，每个摊位后，都有一

位静静守候的摊主。选择离开温暖

的房间，他们的初衷各不相同：有的

要养家糊口、有的为了积累经验、有

的在这里为创业“探路”。这一个个

灯火斑斓的夜市，正上演着一幕幕

有关人生的故事。让我们走近那些

守候摊位的主人们，体味夜市灯光

下的百味人生。

海归小伙

卖货不讲价打品牌

在很多人心里，“地
摊货”就是质量差的代
名词，讲讲价总能再便
宜点，基本与“品牌”二
字无关。而在佛山街夜
市，有个摊位上的鞋子
和卫衣不打折，海归李
超和女朋友杨晓立想在
夜市上给自己的产品打
出品牌来。

在佛山街夜市，有个
挺大的摊子，摆满了时尚
的卫衣和雪地靴。摊主是
一对男女，男孩叫李超，
2009 年从乌克兰学习回
来，他没有找工作，直接
和女朋友杨晓立一起创
业，两人代理了品牌服装
和鞋子，白天在实体店和
网上店铺卖货，晚上把货
拉到夜市上来卖。

在这个夜市上，李超
的东西算是贵的，而且

“一口价”。李超说，这些
鞋服虽然不是一线品牌，
但质量不错。他已经把价
格压得很低，“比如一件

衣服，我在店里卖一百六
七十元，在夜市就卖 100
元，已经很便宜了，在网
上也就卖九十来块钱。”

李超有个想法，他想
把自己产品的牌子打出
去。客人如果觉得号不合
适，可以拿回来调。好说
话、衣服符合年轻人口味
且质量不错，他的摊子已
经积累了二十来个回头
客。

杨晓立是个“80后”
女孩，“跟很多年轻人一
样，我喜欢享受生活、过
好日子，也喜欢LV”，但
要得到这些，必须吃得
起苦。最近，这对情侣正
在忙活网上店铺，有时
候哪怕有一点闪失，买
家给了一个差评，就让
他们很头疼，只能不断
改进。但他们不打算放
弃夜市，“夜市走货快，
来钱快，占用时间少”，
好的时候一晚上能挣两
百来块。

研二学生

白天写论文，晚上卖围巾

“这条围巾30元一
条，您要看好了，我再给
您便宜点。”“大姐，您看
这个米色的挺好的，跟您
这上衣颜色特别配。”“同
学，这红的卖得挺好，没
几条了，想要抓紧啊。”13
日晚9点，文化东路夜市
上的一个摊主，正热情又
熟练地与顾客交谈着。

这是文化东路夜市
上一个不足2平米的小
摊。摆放着五六条颜色、
款式各异的围巾，旁边的
大编织袋里还备着二三
十条围巾。

摊主小魏是山东师
范大学经济专业一名研
二的学生，由于这学期课
程不多，利用课余时间出

来摆摊锻炼。“白天在自
习室看书写论文，晚上跟
同学出来摆摊，也可以换
换脑子嘛。”

对于摆摊，小魏觉得
“挣不挣钱还在其次”，主
要就是想锻炼一下。一直
站在一旁的小魏的男朋
友接过了话茬儿：“主要
是她现在时间挺充裕的，
想让她走出校园，多接触
一下社会。”小魏男友已
经工作一段时间，对练摊
这件事有另一种认识，

“其实练摊只是一种方
式，想通过这个让她放低
姿态，不要觉得本科生
啊、研究生什么的就有多
了不起，还是得脚踏实地
地干。”

东北豆浆师傅

一般能卖三四十杯

13日晚上7点半，历
下大润发超市外，与几个
忙碌的小吃摊位相比，一
个卖豆浆的摊位略显冷
清。摊主是个40岁出头的
中年男子。

摊主名叫王智勇，吉
林辽源市人，来济南卖豆
浆已经有 2 年了，“租了
一个小豆浆铺，早上、中
午在店里卖，晚上我就开
三轮到这边来”。王智勇
说。

“豆浆不比别的小
吃，得当天做当天卖。”王
智勇每天凌晨两点半就
得起床，用 14 台小豆浆
机轮流加工做豆浆。每打
完 1 次豆浆都要对豆浆
机进行清洗，全部打完得
3 个多小时。

王智勇一般 5 点出
摊，8 点左右回家。由于
山师夜市 9 点才开始，因
此他晚上的生意一直不
是很好，“一般能卖三四
十杯吧，也就挣个六七十
块钱”，王智勇坦言，如果
能移到山师夜市那块儿
卖，生意肯定会更好。但
由于夜市开始得太晚，自

己不得不放弃，“得早点
回家休息，要不早上实在
起不来”。

“真希望夜市早点
开始”，王智勇说道，这
样 就 能 在 夜 市 上 卖 豆
浆 了 ，生 意 肯 定 好 很
多 。等 到儿 子 大一 点 ，
不 需 要 妻 子 整 天 照 顾
了 ，“ 我 们 就再支 一个
豆浆摊，甚至不用租店
面了，可以省好多租金，
而且多一个摊多一份收
入”，对于未来，王智勇
有自己的打算。

“一年最多挣一万多
块钱吧，今年肯定不如去
年，材料都涨价了。”王智
勇叹了口气。

在济南租下的房子
里，妻子照顾着 2 岁的儿
子。大女儿在老家上高
一，由爷爷照顾。家里的
生活费、学费开支不小。
谈到女儿，王智勇言语里
流露着骄傲，女儿的学习
很好，“在班里成绩是数
一数二的。”他非常希望
女儿能早日考上大学，找
个好工作，“帮家里减轻
点负担”。

▲72岁的老人张建英是夜市的老摊主。
见习记者 张文 摄

▲在文化东路夜市，经常可以见到在校学生晚上来
“练摊”，以此锻炼自己“接地气”。 记者 孟敏 摄

▲佛山街夜市上灯火通明。 记者 马云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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