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幕下，他们给市民带来清凉
记者走近夜经济从业者，解读他们忙碌中的酸甜苦辣
本报记者 陈晨 见习记者 张莹 赵念东

他们是菏泽城最平凡的
市民，有着微薄的收入，普遍
不高的教育背景，他们远离
高楼大厦里的商超平台，游
走在夜市中。很多时候，他们
都只是茫茫人海的普通一
员，但他们为生活所做出的
努力坚韧地传承着一种叫做
能量的东西。而他们的喜怒
哀乐、辛苦打拼都在织造一
个最真实城市图景。

我们有心赞叹“劳动之
美”，可无论多美的影像和文
字都只会表达附会之意。劳
动的价值就如那灿烂的云
霞，照耀人们生生不息。

卖衣服的王女士：

每天要赶三个场

像个演员似的

几乎每天傍晚，35岁的
王女士都会出现在菏泽学院
附近卖衣服。六月的天，闷
热。为了抢占摊位，每天四点
就赶来，其中的辛劳从其古
铜色的皮肤中可以看出。

“我现在每天都要轮换
着到三个地方去摆摊，跟赶
场似的，活脱脱的一个群众
演员。”正在卖女装的王女士
告诉记者。“我和我对象两三
年之前就在这里摆地摊了，
可是，在这里摆摊的越来越
多，生意一天不如一天。”

“我和我对象每天都要
早上四点起床，赶往周围的
农村市集摆摊。”王女士说，
一般回到家后都十一点多
了，简单吃点饭，就去忙着装
货卸货，为下午摆摊做准备。

“由于医专的学生四点多就
放学了，所以我都会在四点
在医专摆摊，而我对象就会

去菏泽学院附近占摊位。一
般六点半左右我就会回到菏
泽学院这块，和我对象会合，
我们这算是分头行动吧。”

“我们一般都要等到8点
才能出摊，这么算下来出摊
的时间才有一个多小时，挣
不了什么钱。”王女士抱怨
道。在一旁的王大哥显得很
乐呵，“为了能让孩子以后有
个好一点的环境，受的这些
苦都值得。”

“其实我们受的这些苦
都不算啥，主要是苦了孩子。
我的女儿今年才两岁，还没
有上学。他的爷爷奶奶在康
庄有个店，平时也很忙，很少
有时间帮我们照看她。所以
我女儿就得每天跟着我出来
摆摊，你看看她被晒得都黑
成啥样了。”王女士心疼地看
着正坐在一旁自己玩耍的女
儿。

烧烤店李老大：

在菏泽城做烧烤

已是第26个年头了

“1987年我父亲就推着
小车在现在的南华批发街卖
烧烤，当时就我们一家，到现
在已经有26年了，比我儿子
的年龄还大。”李老大无烟烧
烤老板李正告诉记者。“可以
说，我们烧烤店见证了菏泽
烧烤行业由兴起到繁荣的历
史。现在，菏泽的烧烤店已经
遍地开花。”

李正说，刚开始营业的
时候确实很艰难，由于家不
是本地的，人生地不熟，“我
父亲就推着小车在街上卖，
一忙就是一整天，有时候都
下两点。1988年，我们就在南
华批发街租了一间房，当时
条件很差，什么冰箱了、储藏
的设配都没有，蔬菜和肉如

果当天卖不出去就变质了，
就得全部扔掉，不过生意相
当红火，基本上是有多少就
卖多少，都是客人等我们。”

这十几年以来，尤其是
近几年，很多人看到了潜藏
在烧烤背后巨大商机，菏泽
的烧烤店可谓是遍地开花，
这就给烧烤行业增加了一
股无形的压力。“现在我店
里的生意已大不如前，许多
顾客都流失了。同时还有些
不法商家为谋得更多利益，
将鹅肉、猪肉甚至老鼠肉充
当羊肉，随着被曝光，给烧
烤业披上了一层阴影，加深
了烧烤行业的困境，名誉上
的损失是任何东西都无法
弥补的。”

“地摊哥”裴文柱：

唱歌是爱好，摆摊让内心踏实

名噪一时的“地摊哥”裴文
柱，也是夜幕下的劳作人。尽管出
名了，但仍没离开地摊生活。

一辆摩托三轮车，一辆电动
三轮车，一辆人力三轮车，外加一
个四轮的车架子，它们担负起了

“地摊哥”摆摊的所有家当：已显
破旧的冰柜、烧烤架、一个煤炉、
两张用来摆菜和佐料的长木桌、
十二张白色矩形小餐桌外加若干
马扎以及锅碗瓢盆。每天傍晚，他
都会出现在在西关体育场西门
旁，生活照旧。

2012年6月，“地摊哥”裴文柱参
加“中国梦想秀”，以275分的成绩成
功过关，获得了开超市圆妻子梦想
的机会。但之后因为各种事情，超市
没有开起来。“地摊哥”夫妻又开始
了他们的摆摊生涯。“毕竟已经摆了
十多年地摊，如今再来，让我心里有
一种很踏实的感觉。”裴文柱告诉记
者，在舞台上唱歌、表演的感觉很
好，但是对于他来说，那只能作为一
种业余爱好。

下午6点45分左右，“地摊哥”
的摊位上开始有顾客“光临”。7点

10分左右，顾客陆续前来。呼叫声
此起彼伏，裴文柱夫妇只得小跑
着穿梭于客人之间。

记者在旁边观察到，从下午5
点40分到晚上8点，将近两个半小
时的时间，妻子只喝了一次水，并
在刚喝两口的时候被顾客叫去点
菜。而“地摊哥”裴文柱在下午5点
30分左右提前喝了口水之后，再
没来得及润润嗓子。拧开的杯子
盖依然停留在刚被打开的状态，
提前准备在烤炉旁的一瓶啤酒仍
原封不动立在一边。

25岁和28岁：

夜经济吸引大学毕业生创业

7点4 0分，是程立的起床时
间 ，这天的他重复着一样的程
序，起床后赶到烧烤店，开始第
一个工作：清理蔬菜。今年3月进
入烧烤行业的程立算是个新手，
他的烧烤店在菏泽市区只能算
小店，9个员工，2个老板，撑起了
西城这家小店。

“现在还好点，慢慢上手了，
刚开始每天晚上一两点收摊，早晨
5点就得去水建街菜市场买菜，实
在是撑不住。”今年28岁的程立和

25岁的吴常亮是烧烤店的老板，这
家店是他们两个的第一次创业，也
是他们大学毕业后的的第一职业。

在与记者的谈话过程中，程立
和吴常亮一点也没有闲着，洗菜、
串羊肉串，丝毫没有当老板的觉
悟，“什么老板啊，都是给自己打
工。”

夜晚渐渐来临，20张桌子被摆
在店外，闷热的炒菜屋内，一锅西
红柿鸡蛋汤腾腾冒着热气，这是他
们11个人的晚饭。在这个忙碌即将

到来的时间，记者看到了夹在一个
木板上的几张A4纸，上面写着哪
桌点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

要是每晚都能这么好生意，那
两个老板不得挣个盆满钵满？听到
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程立从包里
拿出一个笔记本，“6月份给员工开
工资1 . 7万元，买菜肉得有4 . 5万
元，再加上房租、水电，传说中的毛
利润40%根本达不到。”程立告诉
记者，6月份他和吴常亮的工资也
就5000元。

三个在校大学生:

开店让他们感受到生活不易
在菏泽学院附近的美食广场

有这么一家烧烤店，老板是即将走
出校门的三个大学生，他们是菏泽
学院2009级化学与化工系的应届
毕业生。一美女，两个帅小伙，一台
戏，将荧幕上的“合伙人”搬到了现
实生活中。

“我们这个烧烤店是今年四月
份开始营业的，到现在也就是两个

多月的时间。房租是每年2万，然后
又投了近5万块才将这个店运作起
来。起初还好，十多张桌子基本每
天都能坐满，但后来生意就不好
了。”，徐杰满脸愁容。虽然客源少
了，但是烧烤店还得继续运营，各
种运营费和管理费还得照花不误，
雇佣几个临时工的工资也得照常
付，现在真是有点吃不消，只能是

走一步看一步。
“在这个广场上，只有我们这

个店是学生办的，个别顾客会刁难
我们，不是要求我们赠个菜，就是
结账时便宜点。”，李丽抱怨道。“周
围的同学都知道我们开了个烧烤
店，当了老板，认为我们很有钱，可
是我们所受的委屈和遭的罪又有
几个人知晓。”

▲手里这把蒲扇，既是“地摊哥”的工作器材，又
是他乘凉的唯一工具。

凑着人还没上齐的空，“地摊嫂”赶紧串了几串
馍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莹 摄

夏季夜色下的菏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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