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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一个店都浓缩在斗室中，城市中散落着这样一
个个打拼的家庭。近日，记者用相机记录了这样“家”“店”合
一的人们，展现他们经营的艰辛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个体店是许多人谋生、创业的最基本形式，而家则是社
会组成的最基本单位。前店后家、家店合一，一“家”“店”这
种既是经营场地又是生活空间的形式，是许多人创业的最
原始的状态，更是起点。它，承载着经营者的梦想，全家人的
希望。

五五““家家””““店店””

▲彭圣国和高久香是安徽安义人，

全国各地经营铝塑门窗的超过半数都

是安义人。13年前，彭圣国夫妻二人和

他们的老乡一样，来济南打拼，在益寿

路租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经营铝

塑门窗。儿女来后，一家人就挤在这间

小屋里，既生活又经营。随着孩子逐渐

长大，这屋实在难以容身，2011年，他们

搬到了现在的位置——— 华龙路东端。这

里条件比之前好了，但房租也从六百涨

到了三千多，成了夫妻二人最大的负

担。不过，在济南买房置业一直是他们

心中的梦想。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三伏天里坐着都出汗，卖烧饼的

张国夫妇围着火热的炉子来回转悠。为

了省钱，两口子没舍得安空调，只有一

台电风扇不停地吹着，但是依然止不住

汗水往下滴。两口子从这里卖烧饼20多

年了，房租从一百多元涨到了三千多

元，这使得他们不敢片刻停下来。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门头不大，商品都是街坊四邻居

家过日子的常用品，这就是马晓芳理店

之道。烟酒糖茶、油盐酱醋，在马晓芳的

小店里都可以寻到。前不久，一年轻人

说没时间做早饭，于是马晓芳增加了早

点，煎饼果子和豆浆。“为街坊四邻提供

服务，自己辛苦点也高兴。”马晓芳说。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胡乃贵，章丘高官寨人，经营建材已经22年了。高官寨地处

黄河滩区，盛产芦苇，当地人有用芦苇打苇箔的传统，转业在家的

胡乃贵自己做的苇箔用不了，就将苇箔拉来济南卖，没有想到很受

欢迎，后来他逐渐增加和建筑相关的黄沙、水泥等产品，成了现在

经营的规模。经过打拼，胡乃贵在济南早已买了房和车，因为多年

来形成的习惯，怀着对店面的牵挂，他至今仍和爱人吃住在建材

店。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黄晓青租的房子有20多平米，一家

人吃住做生意都在里面，三伏天里，只有

一台电扇来回吹着孩子们。他们来自江西

南昌，家里的房子建得很好很大，但是为

了挣钱，他和亲戚一起在济南做生意已经

有20年了。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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