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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店：“小而美”里的生意经

从一碗馄饨到4家连锁店

  在青岛市市南区金门路街道逍遥社区的一
条小巷内，隐藏着一家名为“沙布袋”的馄饨
店。不起眼的店面、简单的桌椅、拥挤的餐
位，很难想象这家店曾吸引了不少演艺界名人
前来打卡。平日里，这里也是一座难求。
  店主于卫刚今年50 多岁了，被食客亲切
地称为老于。下午两点半，给店内最后一桌客
人结了账，他才有时间坐下来跟记者聊聊，这
是他一天中少有的休息时间。
  “每天早上五六点钟来店里准备，九点开
门，营业到中午两点半，下午五点钟再开始，
到九点半左右结束。”老于说，从20 年前开
店起，他一直重复着这样的生活。现在，店里
平均每天能卖出馄饨300碗。
  附近社区的居民都知道这家馄饨店排队的
盛况。今年五一期间，排队的人从小巷子拐到
大马路上，高峰期想吃上一碗馄饨，得等上一
个多小时。当年，老于退役后回到老家，与妻
子一合计，开了一家餐饮店。“一开始就是卖
普通的水饺、面条，做了一段时间觉得挣不到
钱，于是改成了卖馄饨。”
  对于许多青岛人来说，野馄饨是刻在心底
的饮食文化。“馄饨加微波烤肉，大家都好这
一口！”老于说。青岛的馄饨店很多，“沙布
袋”能如此火爆，秘诀是什么？在老于看来，
离不了“特色”两个字。
  “我是当地较早对馄饨产品进行创新
的。”老于回忆说，最初，馄饨都是普通的猪
肉馅或者三鲜馅，有一回，附近大酒店的一名
厨师来店里吃馄饨，评价说“差点‘鲜
味’”。听了他的话，老于便开始琢磨，怎么
才能把馅料变得更丰富？经过不断地尝试，他
研制出了皮蛋肉、咸蛋黄肉、扇贝柱、海蛎子
等既让人耳目一新又极具青岛特色的新品。现
在，青岛的许多馄饨店都有了这些馅料的馄
饨，这让老于很是自豪。
  目前，在青岛有四家“沙布袋”馄饨店，
其中两家是加盟。老于打造了两小间冷库，馄
饨都在老店统一加工好后，配送到各个分店。
“分店开业之后，对缓解老店的客流压力起到
了很大的作用。”老于说，但对于下一步继续
扩大规模，他也有担忧，一是精力有限，铺不
了那么大的摊子；二是怕加盟店品控不严，砸
了招牌。“比起扩大规模，我更希望能做百年
老店，细水长流。”他说。
  与“沙布袋”馄饨店相隔不远的是“东海
香”餐馆，老板侯军在餐饮行业摸爬滚打了三
十年。这家店曾首创了大锅蒸海鲜这一极具青
岛特色的菜品，让很多同行争相模仿。
  最近，侯军察觉到消费者心理的新变化，
对于符合自己预期的，顾客痛快买单，但对于
质量不好的，就很难有回头客。“这倒逼我们
更加注重菜品和服务品质，做强别人没有的特
色。”他说。

老建筑搬来许多“年轻店铺”

  坐落在青岛市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的三江
里，保留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城市肌理。百年
前，这里因江苏、浙江、江西三省商人组建的
“三江会馆”而闻名。如今，这片老建筑搬来
了许多“年轻店铺”。
  一家名为“失物招领”的照相馆，今年年
初开业后一直表现不俗。尤其是五一期间，每
天接待顾客超过500 人，一天十几个小时，前
来拍照的90 后、 00 后把10 余平方米的空间挤
得满满当当。
  “我们这个模式挺新的，可能找不出第二
家。最初也是抱着尝试的心态，没想到这么
火。”店铺负责人左象介绍。 30 多岁的左象
是一名职业摄影师，以前从事商业摄影工作。
“这些年，随着P图技术和美颜、滤镜的不断
发展，大家拍出的照片都是‘美图’，照片好
像逐渐失去了真实感。”他说。
  正是怀着这样的理念，左象与朋友合作，
开起了这家特色店。这里提供老式相机、拍立
得等复古摄影，都是“一次成像”。还有堪称
“镇店之宝”的湿板摄影，这种拍摄方式目前
在国内鲜见，而店内的价格也高达2000 元每
张。“虽然价格不便宜，但还是有挺多消费者
愿意花钱试一试。”左象说。
  一位年轻摄影师的“灵光一闪”，吸引了
众多年轻人来体验，这样复古又新潮的特色
店，培育着新的消费增长点。
  距离失物招领照相馆不远的，是一家主打
木工手作的“啄木工坊”，各色木工艺品琳琅
满目。穿过工坊吧台旁边的一扇小门，来到木
工工作室，消费者可以亲手制作自己想要的木
工产品。
  谈起创业的历程，刘磊最大的感受是：一
直在搬家。在商场待过、在商圈底商待过，但
是总感觉这些地方的人流与店铺的目标客户群
不太一致。
  “搬家的过程也是我们不断摸索的过
程。”刘磊说，这几年，同行越来越多，但有
些没有坚持下来。“搬到这里以后，明显感觉
生意好了，短短几个月，店内顾客至少增加了
三成。”在他看来，里院的古拙气质与木坊手
作相契合，消费者更愿意为带有浓厚文艺气息
的产品和体验式的服务买单。
  与其一墙之隔的，是在社交平台上颇为出
圈的大胡子“老张”。老张是80 后，开了家
“悠然商店”，主营业务是卖画。这些画都是
老张的朋友画的，放在这里代卖。店里还卖些
小瓷器、小饰品，摆放得井然有序，有些人一
来就能逛很长时间。
  “开店的这几个月，我觉得生意还算不
错，我也跟周围的店主处成了好朋友，大家经
常一起直播，一起引流。”他说。

回避不了的“触网”考量

  无论是直播的带动，还是社交媒体的引
流，特色店面临的不只是消费升级的驱动，还
有数字技术的赋能。后者帮助传统商贸企业打
破连接消费者的时空限制，拓展商品与服务的
触达范围。
  林海玲开了家服装店，她一天的大部分时
间都花在了拍照上。“我每天九点半到店，化
好妆以后就开始试衣服，每一套都要拍多张照
片，然后发到朋友圈。”她说，拍一套衣服少
则半小时，多则一个半小时，如果需要出外

景，时间更长。最多的时候，林海玲一天
要试十几套衣服。“不仅仅是把衣服

穿上这么简单，还要搭配、熨
烫，选图、 P 图。一天下

来，挺累。”
  服装店是2018 年开
起来的，当时，她与合
伙人金梅花一见如故，
发现双方在衣服的审
美、偏好等方面非常契

合，于是决定辞职创业。她们的服装店名字为
2535 s t y l e ，主打韩式通勤装，货物从韩国
进口。
  据她观察，现在的消费者习惯于“动动手
指”购买，有时刷到好看的图，就会发消息过
来询价。还有一部分消费者对一些电商平台动
辄要运送一周甚至预售半个月以上的时长难以
忍受，更希望能快速拿到货。
  “客户微信下单后，既可以顺路过来取，
也能选择送货上门。”她总结这几年店铺经营
向好的原因，“就是做好服务与质量，实体是
最重要的依托。”
  未来，她们还是想把实体店做强，“直播
带货刚火起来的时候，我们有点没跟上趟，现
在再做有些晚了，毕竟直播带货并非想象中那
么简单，想成功不容易。”金梅花说。
  简彩、全彩、精品画……现场作画，半小时
内即可完成，一张A4 尺寸的肖像画会以50 元
至 186 元不等的价格对外出售，裱相框另外收
费。这是开在济南曲水亭街的爆笑漫绘社。店主
小秩介绍，疫情期间无法开门迎客，只好把作战
场地转移到了线上，根据顾客发送的照片定制
绘画，免费邮寄，这才给了店铺喘息的空间。
  但是面对主动找上门来的抖音推广，小秩
还是拒绝了。在他看来，虽然利用短视频、直播
进行商业引流成为常态，但过量的绘画订单会
造成时间和精力的分散，不能有数量没质量。他
还将经营业务延伸到漫画教学培训。“未来我们
计划把目光投向文创产品，如冰箱贴、帆布包、
扇子……让艺术更好地服务于生活。”小秩说。
  在济南曲水亭街开店卖芙蓉酥的赵一（化
名），处在“网红经济”的不安中。
  “很多时候，红是一时的。有的网红店，
有时候一来好几台摄像机对着拍，但其实就是
打个卡拍个照，顾客第二次还是不愿买。”因
此，他谢绝了很多网红探店，希望以顾客口口
相传的方式让生意慢慢变红火。
  今年，他把芙蓉酥的包装“化繁为简”，将以
前专门定制的“华丽包装盒”去掉，只用一层油
纸包着。在他看来，那些华丽的包装盒，其实是
顺从了很多特产礼品店注重包装的售卖逻辑。

“羊毛出在羊身上，费用最终还是由消费者承
担。与其在包装上做文章，不如直接让客人看到
产品的品质和实惠的价格。”他说。
  一家售卖水晶、银饰等饰品的特色店老板
梁红也认为，在一些视频平台引流需要花不少
钱，这对于店铺来说不是小数目。“与其这
样，不如不花这个钱，让利给消费者。”

寻找定位与爆点

  实际上，今年年初开业的青岛“三江里”
并非简单的商业街区。三江里街区运营负责人
徐国栋说，街区主打里院文化，配套了以年轻
人为目标群体的人才公寓，以及烘焙、书房、
咖啡等众多具备青春气息的产业，以打造融合
居住、文化、商业、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复合
型共享社区。民宿等刚开门纳客不久，五一期
间就全被订满。
  为了让三江里更出圈，街区打造了特色
I P “三江狸”，其命名取自谐音“三江
里”，以猫咪为原型。商户结合主打产品与
“三江狸” IP 融合推广、业态延展，例如悠
然商店的标志就是一只大胡子猫咪，憨态
可掬。
  “我们为进驻的商铺减免了前三个月的房
租，并且后期的房租也低于其他地方。”在徐
国栋看来，街区想要做活做火，离不开商户的
创造力和创新力。“我们希望以优惠的政策吸
引更多新业态进驻，将此处打造为年轻人创业
的空间。”
  2022 年，中山路片区入选山东城市更新试
点名单，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入选山东省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示范案例。相关负责人介绍，中
山路、银鱼巷、三江里、太兴里已成为青岛时
尚消费地标，引进和孵化的中山路1号青啤博
物馆、红房子音乐家博物馆、安娜别墅、里院
书房成为网红打卡地。

  一家名为Berry Beans 的咖啡店是首个
进驻银鱼巷的品牌，以技术含量较高的冰滴
咖啡为特色，整体产品偏中高端。“在青
岛，海景咖啡店比较多，但我们选择了银鱼
巷，主要是喜欢这里的老建筑。”店长说。
  银鱼巷宽7 米，长255 米，街区里多为
青岛特色传统里院建筑，是记录青岛特殊历
史时期商埠口岸历史与文化信息的重要样
本。 2020 年初起，银鱼巷街区进行保护修
缮工作，最大限度地保留物质文化要素，并
引入了一批原创品牌商家，打造“原创品牌
集合街区”，让老街焕发了新活力。
  在咖啡店店长看来，节庆活动是提高客
流的重要方式。日前，由青岛市商务局和市北
区人民政府指导举办的海东东咖啡节，吸引
了来自上海、北京、天津等15个省市的200 多
个咖啡品牌。活动一方面针对年轻群体提供
了一系列的消费服务，形成了一个创新消费
链；另一方面让咖啡从业者有了交流的机会，
实现了业内优质资源流动、整合。

商户的难题与期盼

  今年，做了近30 年服装商贸生意的孙
文玲有了新身份：由以前的“个体工商户”
升级为“企业”。从20 世纪90 年代起，孙
文玲一直从事衣服、鞋帽、针织用品等商贸
流通。十多年前，她在沂源县城开了一家名
为“喜运来”的服装商店，一直是个体工商
户身份。
  “其实很早就想升级为企业，但是觉得
手续繁琐，一直拖着没有去办。”孙文玲
说，今年年初，有一笔邻县某中学校服统一
采购的生意招标，个体工商户的身份可能没
有竞标优势。
  恰逢沂源县在全省率先实施“个转企”
相关手续“一件事一次办”联办改革，将市
场主体“个转企”全部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
整合为“一件事”，孙文玲了解相关政策
后，前往政务服务大厅办理，只花了四十分
钟就成功升级为“企业”。随后，公司竞标
成功，近期又与其他学校和企事业单位达成
了合作意向。
  “转成企业之后融资容易了。比起新注
册成立的企业，个转企本身也能说明我们的
主营业务稳定、发展前景好，客户对我们的
信任度也增加了。”
  2535style 女装店所在地，是青岛市市南
区珠海路街道辛家庄社区的爱购时尚购物广
场。这家商场已经开业15 年，有着其他商
场没有的“配置”：党群服务驿站。
  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主任辛筱霞介
绍，这个驿站是青岛市首个集“小哥驿站”
“两新组织服务驿站”“社区网格驿站”功
能三合一的党群服务驿站，以“融”思维推
动“党建引领服务”，落实“YI 站惠企惠
民”，实现驿站功能多样化、一站服务自
主化。
  除此以外，商场拿出空间打造了一间会
议室，为两新组织服务。这里经常开“头脑
风暴会”，无论是商圈业户还是社区居民，
都可以把问题拿到会上说。“不久前，有的
居民家中管道出现问题，导致底商天花板漏
水，我们通过这样的会议，很快解决了问
题，化解了矛盾。”辛筱霞说，这是网格内
实现自管共治的一项实在举措，为了解商户
遇到的困难提供了一个便捷高效的沟通、
解决渠道。
  无论是创业还是守业，
对于店主而言，从来

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全程充满了挑战。有店
主表示，有时能感觉是在“针尖上削铁”，必
须认真做好经营，才能盈利。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经营成本压力大是这
些特色店经营者普遍面临的问题。首先是房租
较高，有人因为房租不断搬家、缩小商铺面积；
有人受制于房租，不敢搬去目标客户群人流更
大的景区附近。其次，“压货”导致资金流动不
畅，使得店主不敢扩大投资。此外，对餐饮行业
特色店来说，员工老龄化、招工难等也是限制其
扩大规模的因素之一，愿意从事这一行业的年
轻人越来越少。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希望更多金融机构
能推出“小而美”贷款项目，降低融资难度；
有关部门拿出资源，激励物业产权方降房租、
减免摊位费；分类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等，以多
种途径引导特色店“向阳生长”。
  （□记者 薄克国 白晓 参与采写）

 □ 本报记者 于新悦

   实 习 生 李甜甜 张天一

  街区，犹如一座城市的毛细血

管，展示其特色，往往是城市的地标

和消费增长的助推器。无论是哪种类

型的街区，组成其血肉肌理的是一个

个不同业态的特色店铺，也是其核心

吸引力所在。

  作为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色店的转型发展关系消费升级、百

姓就业。日前，记者到济南、青岛、

淄博等市的特色店蹲点采访，了解特

色店的成长故事，对各地特色街区打

造，或有启发意义。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图①：青岛银鱼巷Berry Beans 咖啡馆，店长正在包装外卖。图②：失物招领照相馆负责人左象介绍湿板摄影。图③：爱购时尚购物广场2535style 女装店内，店主在向顾客展示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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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街区是百姓常态化的生活休闲空
间，也是外来游客体验目的地文化和生活的
重要空间。让特色街区做出特色、吸引流
量，各地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经营环
境，实现多业态融合发展。
  福建省特色步行街具有环境优美、商业
繁华、文化浓厚、管理规范等特点。例如，
福州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以“艺文、跨界、
社群”为标签，依托底蕴深厚的烟台山历史
文脉，构建轻松悠然的户外艺文漫步空间。
据统计，福州烟台山共引进近两百个品牌，
首店品牌占比近30%，业态涵盖零售、餐饮、
酒店、休闲娱乐等。
  泉州中山路步行街街道长达两公里多，
既是泉州最早开发的街道和区域，也是泉州
市区保存最完整的古街区，保留着大量具有
历史原貌的建筑。整个街区文化主题和地域
特色鲜明，具备旅游休闲、文化体验和公共
服务等功能，融合观光、餐饮、娱乐、演艺
等业态，是夜购物、夜美食、夜休闲、夜旅
游、夜娱乐、夜健身等多样业态的集聚区。
  江苏省盐城市突出特色文化街区的打造
提升，实施“街区+”行动，不断加强城市更
新升级，传承挖掘传统文化，创新文化消费
场景。
　　“街区+主题”，提升街区吸引力。按照
“一街一主题”的要求，做好统一规划、顶
层设计。推动特色文化街区彰显“个性
化”，重点推出艺术类、国潮类、国际类、
怀旧类、科技类等各类特色文化街区。
　　“街区+业态”，提升街区消费力。合理规划
布局街区业态，引进国际国内知名文化品牌，
发展当地特色品牌。增强休闲娱乐功能，使街
区兼具文化展示与体验、游览、购物、餐饮、休
闲娱乐等多种功能。借助“光影+数字多媒体+
文化创意”等手段，实现商业与文旅的跨界融
合，激发文化旅游消费需求。
  （□记者 于新悦 实习生 李甜甜
整理）

特色街区：多业态

融合是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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