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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上摆摊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 张 丹 摄影报道

●三轮车、后备厢、帐篷，成为他们创意十足的“秀场”。这些小摊让夏日沧州的夜晚充满了烟火气。
●摊主多是90后、00后的年轻人，摆摊原因各不相同，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快乐却相同——

三轮、宽粉、地摊……两个
多月的时间下来，刘小冉已经适
应了现在的摊主角色。

7月 28日下午 6点钟，她骑
着三轮车，准时来到自己的摊
位。

旁边摊位上的小伙伴亲切
地喊她“宽粉姐”。

刘小冉一边笑着招呼，一边
忙着给围上来的顾客制作流汁
大宽粉。

理享山的“宽粉姐”

27 岁的刘小冉，从来也没
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摆上地摊。

倒不是对摆地摊有什么不
好的看法，而是作为一个年轻爱
美的姑娘，她从来没给自己做过
这样的定位。

在回沧州之前，刘小冉在山
东和小姐妹做医美行业，靠努力
开上了宝马车。

今年春节，刘小冉有了回沧
州的打算，她想回家稳定下来。

3月初，刘小冉让家人和朋
友帮忙在沧州商城附近，盘下了
一个店铺。

“我不喜欢坐班的生活，爱
自己折腾。”刘小冉说，她盘下那
个店，准备回沧州做甜品。

一切就像开了个玩笑，她前
脚盘下店，后脚沧州就因为疫情
封控管理了。

刘小冉说，那段时间，说不
着急是假的。因为不能开业，她
每天要往里搭钱。

4月份餐饮业重启后，刘小
冉发现沧州的甜品市场有点饱
和了。考虑再三，她将店铺改做
自己最爱吃的流汁大宽粉。

“我在甘肃旅游时尝到的，
味道让我一直忘不了。”跟当地
的师傅学习后，刘小冉又根据
沧州人的口味，将调料汁进行
了改良。

4月份的时候，餐饮店虽然
还不能堂食，但刘小冉的大宽粉
已经在短视频平台上被很多小
伙伴知道。“那段时间生意还算
不错。”刘小冉说。

生意虽然不错，但还是比较
低迷的。为了能多挣点钱，刘小
冉想在店铺门口加个三轮车摊
位。

家里闲置已久的三轮车，被
刘小冉重新利用起来。

她从网上买了好多材料，给
三轮车刷漆、加灯串进行装饰。

“一共花了 2500元钱，一辆美美
的三轮摊位车就装扮好了。”刘
小冉说。

从那之后，刘小冉白天经营
店里的生意，傍晚的时候出摊。
因为没有固定的摊位，小摊的生
意并不算太好。

4月底，市区御河路上的理
享山夜市招商。5 月初，刘小冉
带着自己的三轮车入驻了进去。

“我突然有种有了家的感
觉。”刘小冉开玩笑说，她的摊位
火爆了起来。

在入驻理享山之前，刘小冉
专门买了把椅子。她想着，没有
生意的时候，就坐在椅子上和小
伙伴们聊聊天。

结果没想到，这把椅子到现
在她都没能用上，“每次我刚一
出摊，摊位前就围满了人，没有
休息的空。”刘小冉说。

如今，刘小冉的小摊每月能
给她带来两万元的收入，比店铺
的收入还高。

“累虽累点，但也很快乐。付
出有了收获。”刘小冉说起现在
的夜市生活，声音里透着快乐。

“塔可”青年

22 岁的张景乐到夜市摆
摊，目的只有一个：尝试。

张景乐如今还是沈阳一所
大学大四的学生，他摆地摊，只
是想锻炼锻炼自己。

张景乐家里是做生意的。对
于自己毕业后的工作，他还没拿
定主意。他说，以后可能去上班，
也可能做生意。

虽然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但
张景乐不愿意假期里在家吃闲
饭。

张景乐卖的是一种叫“塔
可”的美食。“塔可”是一种墨西
哥美食。张景乐在沈阳上学时，
吃着挺好吃，想引进到沧州。

他花 900 元买了辆二手三
轮车，又买了些装饰材料和做

“塔可”用的原料。
出摊的第一天晚上，虽然做

了很多的准备，但张景乐还是有
些不好意思。

慢慢地，随着顾客越来越
多，他也越来越适应自己的角
色。

一个月下来，张景乐和小伙
伴算了算，每晚都能卖到两千元
左右。“刨去成本，基本上还能赚
1000元左右。”张景乐说。

对这个收入，张景乐挺满
意。

更让他满意的是，他也接触
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也懂得了更
多的人情世故。

张景乐说，虽然有些大买卖
人瞧不上摆地摊，但他从没觉得

丢份。
“在这里小试一把，也许能

帮助我将来找到更好的出路。”
张景乐说。

不啃老、不懒惰，靠自己的
双手增收致富，他觉得才是年轻
人该有的样子。

玩着卖汉堡

27 岁的齐天宇，今年经历
的事儿比较多——

他经营了几年 的 药 店 黄
了；疫情封控前几天，他升级
当了爸爸；疫情过后，他和伙
伴开始摆地摊创业；他们的地摊
火了……

齐天宇和朋友车雪浩摆地
摊，是从今年4月份开始。

“我的药店黄了，朋友做厨
师的工作也没了。我们索性一起
创业吧。”齐天宇说。

两人琢磨了几天，最终决定

从成本低的夜市地摊开始。“不
仅仅能卖货挣钱，我们还要引领
一种街头文化。”齐天宇说。

两人去献县买了辆餐车回
来，自己动手刷漆、焊接，让餐车
焕然一新。

4月20日，他们开始进夜市
出摊。

第一天晚上，他俩挣了 500
元钱。

没有很高兴也没有很激动，
两人就是觉得这一步终于走出
来了。

4 月底，理享山的夜市招
商，他们的汉堡走进了理享山。

因为食材新鲜，又有专业的
厨师制作，所以没多长时间，他
们的汉堡就卖火了。

两个人崇尚街头文化，许多
年轻人也慕名找他们来玩。

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玩得
更高兴，齐天宇在卖汉堡的同
时，还不定期开始组织主题活
动。

为了保证食材新鲜，两人每
月都要扔掉好多不新鲜的牛肉。

“顾客的信任最重要。”齐
天宇说。自从他们的摊位入驻夜
市后，生意算得上火爆。

“我俩一个月能挣到两万到
四万元。”齐天宇开玩笑说，这个
收入让他很知足，“这比当初开
药店时收入还多。”

不仅如此，附近的超市免费
给他们提供了摊位，算是“引进”
了他们的产品。

“我们准备再弄个餐车，做
烧烤、拉面。”齐天宇说。

当初开始做地摊，两人也有
心理压力，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
的人，怕面子上过不去。

“生活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坎
坷。”齐天宇说，他觉得努力生活
的人最优秀。

开“保时捷”卖“露楚”

当 29岁的刘旭和弟弟开着
保时捷来到吾悦广场的“汽车尾
集”（“汽车尾集”是指人们开着
汽车，把货放在后备厢售卖的
集市）时，人们认为他们是来玩
的。

其实，刘旭和弟弟跟很多摊
主一样，是来卖东西的。

刘旭在摆地摊之前，在光荣
路上做男装生意。

因为疫情，很多服装工厂没
法开工。他们店里的夏装已卖
完，而秋装上不来货。

刘旭和爱人以及弟弟做起
了小食品——泰国露楚。

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地摊
生意，但三人一点也不敢马虎。

刘旭和弟弟负责制作、摆
摊，刘旭的爱人负责推广运营。

材料选最好的，不添加任何
添加剂。“我们还保证当天做当
天卖，卖不掉的就扔掉。”刘旭
说。

为了保证卫生，虽然食品不
直接接触后备厢，但刘旭还是在
每天出摊前给后备厢消毒。

最开始他们在一个售楼处
组织的夜市卖，后来在沧州商城
附近卖，后来转到吾悦广场“汽
车尾集”来卖。

制作露楚需要泡发绿豆，刘
旭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泡绿豆。

“以前卖服装的时候，我们
经常是夜里忙、白天睡。”刘旭
说。

为了做露楚，他们的作息已
经被硬生生调了过来。

刘旭说，他们一个月也能有
上万元的收入。

虽然这收入和做服装比起
来，还差不少，但至少这段时间
他们的心情阳光了很多。

不仅仅如此，刘旭还开始想
着引进糕点新品。“做地摊也要
越做越好。”刘旭说。

刘旭每天也都会去服装店
里打扫卫生、开门营业。

“我们盼着一切都好起来的
那一天。”刘旭说。

“人生总会有起起落落，无
论遇到什么情况，打起精神头来
乐观面对，总没有错的。”刘旭对
未来充满了信心。

““宽粉姐宽粉姐””刘小冉刘小冉（（左左））

街头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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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房急售 三室 临学校
颐和新园，永济路明珠早市南侧临高新区实验学校，125

平方米，5楼三室带车位，122万急售。电话：13730582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