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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个““草草根根””的的艰艰难难转转身身
餐馆被关停改干社区便民店，她的坚持顶住了现实挑战

文/片 本报记者 孙业文

小区里开餐馆3年了
突然被通知要关停

早上7点30分，傅春兰来到
乐山小区南门的便民商店，从
开门迎客，到记账、结账，再到
盘点理货……傅春兰干净利
落。然而，就在3个月前，这里还
是一家红火的饭馆，傅春兰是
老板娘。

“挺怀念开饭馆的日子，毕
竟那是自己的老本行，干起来
得心应手。”傅春兰说，自己老
家在天桥区桑梓镇，因为丈夫
干厨师，2012年他们从老家来
到城里，在乐山小区北边找了
个门头房干起餐馆。

2年后，生意越来越好，傅
春兰决定找个大点的地方，最
终选定小区南门西面这家门头
房，一干也是3年。“店里主要做家
常菜，招牌菜是地锅鱼。”傅春兰
说，小区不少居民是她的“老熟
客”。“我最喜欢吃她家的地锅鱼，
饭馆关停后就没再吃过，很是想
念那个味道。”居民刘女士说，

“老板娘为人热情，小区里的人
都很喜欢她。”她说。

傅春兰说，原本以为生活
就会这样平静过下去，可在5月
初，相关部门告诉她因油烟扰
民，小区里不让再干餐饮店，店
只能干到6月底，这也意味着她
家收入来源断了。

打算改干社区便民店
创业累得她曾想放弃

“那时心情真是糟透了，一
家大小要吃饭，饭馆关了钱从
哪挣啊？”傅春兰说，关停的消
息让她很伤心，那段时间家里
也经常起矛盾。

5月中旬，有几名居民到傅
春兰饭馆吃饭，无意中说起济

南现在拆违力度大，不少马路
市场也都取缔了，现在居民买
个菜都要去大超市，实在太不
方便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傅春兰眼前一亮，她隐约觉得
自己的饭馆可以转型成社区便
民店。

傅春兰把想法告诉了丈
夫，丈夫十分支持。后来，又咨

询社区里几名老熟客、居委会
和街道办，大家也都支持她的
想法。其实，曾经做餐饮的傅春
兰心里明白，隔行如隔山，自己
干饭店可能是一把好手，干商
店未必就能成功。“干商店一切
就得从零开始，而且这也是一
笔不小的开支。”傅春兰称，粗
略估计，装修加进货，想把商店

干起来至少也要15万。
傅春兰介绍，3年来饭店装

修和设备投入了将近40万元，
再投入15万元干商店，她的压
力真不小。“现实要面对，人总
得想法子生活下去。”傅春兰
说，不管行不行，总得试试才知
道。然而，接下来的创业，累得
她曾经想放弃。

街道办帮她申请
政府贴息的创业款

5月底，傅春兰先把饭店里
的餐饮设备和桌椅都处理掉，
一共卖了不到1000元。“有的设
备买的时候上万，现在当废品
卖，真心疼。”傅春兰说，设备处

3个月前，46岁的傅春
兰还在乐山小区南门的门
头房干着一家餐馆，但随
着济南整治居民楼下餐饮
企业，她的餐馆被关停了。
一下子没了生活来源的傅
春兰一度消沉，但在家人
和政府的帮助下，她决定
把餐馆转型社区便民商
店，如今生意渐入正轨，实
现盈利。“我曾迷惘过，但
更多时候我选择了坚持，
因为付出一定有回报。”她
说。

请请给给城城市市改改变变
多多些些耐耐心心和和时时间间
□张九龙

作为冲刺之年，今年的创城工作给每一个济南
人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城市环境变美了，生
活秩序变好了，能深切感受到，创城不仅是为了拿
一块牌子，更重要的是实现城市软硬实力的进一步
提升。

不可忽视的是，现阶段的济南仍与“打造四个
中心、建设现代泉城”的目标有不小差距，特别是严
格执法管理和强力拆违拆临之后，许多临时商贩被
取缔，城市社区商业面临重新洗牌的局面，15分钟
生活圈有待完善。

城以民为本，民以生为先。柴米油盐酱醋茶看
似微不足道，但却关系着每个家庭的生活起居。关
注民生、改善民生、造福民生，是文明城市的底色和
温度，也是政府和市民共同努力的方向。

公布早餐地图、鼓励发展便民肉菜店、建设公
共绿地和停车场……哪里有市民的质疑，哪里有市
民的困惑，哪里就是政府布局谋篇的重点。件件有
着落，事事有回音，让我们感到了创城为民、靠民、
不扰民的温度。

对政府而言，破旧易，立新难。以问题为导向，
还需更多地倾听民意。下一步，职能部门应做到谋
划创建思路向市民问计、查找创建问题听市民意
见、衡量创建成效由市民评价，让市民在文明创建
中享受到实惠。

广大市民也应该给城市改变多些耐心和时间。
罗马并非一日建成，补上积累多年的城市短板总需
要过程。就像修路一样，修路期间市民要绕行，影响了
出行的便利，可当通衢建成后，换来的是长远的畅通。

文明城市不是某个部门的事，美好的蓝图要靠
大家共同绘就。这就要求政府和市民都真正发挥起
主人翁精神，携手共进，换位思考，共同推动一批好
事、实事，使创城工作贴近实际、贴近市民、贴近生
活，真正变成社会环境持续改善、社会秩序持续优
化、社会福祉持续提高的过程，让广大市民最大限
度地共享创城成果。

理完后，她花2万块钱对商店进
行了一次简装。

接着，傅春兰对社区进行简
单考察后，对自己商店进行了定
位，确定要做蔬菜为主、其他商
品为辅的便民商店。“乐山小区
是老旧小区，老人居多，再加上
马路市场取缔，对瓜果蔬菜的需
求量大，因此商店要以卖蔬菜瓜
果为主。”傅春兰说。

傅春兰接下来就要做最难
的一步：寻找进货渠道。“刚踏入
这个行业，从哪进货，进什么货
都不知道，只能一家一家找。”傅
春兰说，那段时间她整天奔波在
段店、匡山、中恒等地寻找货品，
有时一天忙得只能吃一顿饭。

“正好是天最热的时候，我
还真想放弃，实在是太累了。”傅
春兰说，干之前她有做好吃苦准
备，可真没想到会这么累，另外
店弄好了生意好坏也不知道。

“有点疲惫，有点担心，也有点期
望，心情百味杂陈。”她说。

“我想到了家人，想到了自
己的付出，也想到了政府的帮
扶，坚持了下来。”傅春兰说，为
帮自己第二次创业，杆石桥街道
办事处人社中心帮她申请了10
万元政府贴息的小额担保创业
款，目前正在申请中。

新店还叫“天天顺”
两个月就有了起色

6月29日，傅春兰的社区便
民商店正式开业，取名叫“天天
顺商店”。“名字没改，跟之前饭
店名一样，这样居民看着亲切。”
傅春兰称，商店雇了4个人，进蔬
菜，收银，分工不同。

开业第一个月，营业额只有
5万多，连基本的费用都没挣出
来。“主要是缺少经验，特别是进
菜环节没做好，损失较大。”傅春
兰称，蔬菜进多少不知道，如何
储存也不知道，有的菜进来了连
包都没打开，放那一天全烂掉

了。与6月份相比，7月份营业额
大幅提升：约10万元，傅春兰悬
着的心也终于放下来。

记者看到，傅春兰的店总共
70来平，摆放着蔬菜瓜果、冷鲜
肉、面食、饮料、禽蛋等商品。上
午11点左右，店里陆续进人，不
到半小时，50多人进店，忙时能
排起3-4人的队。“芹菜没有了
么？”居民问。“没了，今天芹菜卖
得太快了，买西红柿吧，今天刚
进的，新鲜。”傅春兰说。

“有了这个便民店真太方便
了，还能吃到新鲜蔬菜。”居民刘
女士称，傅春兰店里蔬菜大多是
从南部山区进来的，新鲜便宜。
据傅春兰介绍，店里的赵大哥家
住仲宫，每天凌晨1点多起床到
南山菜农家收菜，收不到的果蔬
就到匡山和七里堡补上一点。

“生意逐渐好起来，我的心情
自然也好了。”傅春兰称，付出总
有回报，她一定好好做，希望有天
也能开上自己的社区连锁店。

傅春兰（右）自进了店

便一刻不闲。

傅春兰的便民商店还和原来的餐馆一个名：天天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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