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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春天的“小店”

又到过年时。
过去的 3 年，实体经济特别是以小店为

代表的个体工商户，提起过年就像爬坡过
坎，十分艰难。

适者生存。斑马为了逃避捕食者，身上
长满了黑白线；枯叶蝶、竹节虫为了躲避天
敌，形似枯叶、树枝；变色龙的体色会随着环
境的变化而变化……当市场的闸门打开，那
些自由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如水流一
般，随风而行，遇石则弯。“叶子叶子·花”的
店主陈新燕在最困难时曾萌生退意，但依旧
坚持，并主动求变，除了原本的花束、花篮等
插花成品，又新增了毛线手工、气球花和定

制化产品。钟书阁一直没有停下来，所有员
工都要参与讨论当日新书、热点、书讯等，提
出店内摆架、堆台布置的建议，想一些令读
者耳目一新的好点子；举办亲子绘本阅读、
读书会、分享会和签售会等活动，锻造出适
应新形势新市场的能力……

当国民经济的“微细胞”在新时期进化
和迭代之后，其生命特征和生态诉求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由“一有雨露便发芽，给点阳
光就灿烂”成长为“集雨器”和“光伏板”，通
过自我革新孕育“能源”体系，保证生命力的
顽强和韧劲。当前，宁夏牢牢把握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大力提振市场信心的经济工

作总基调，出台的普惠金融、发放消费券、流
量加持等措施，帮助小店搭建基底。

未来一年，中小微企业的日子依旧会艰
难。风雪加身时，暖风尽吹来。自治区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宁夏将大力实施市场主体
提质升级行动。全面强化企业服务机制，建立
企业咨询投诉平台，加大对各类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纾困帮扶力度，尽快帮助减产停产企业
恢复“元气”正常经营。继续实施减税退税
降费政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100亿元以上。

春天已来，我们万众一心，重整旗鼓，坚
定无畏前行的信心，寻找扛过寒冬的解药，
培育更多更优质的“集雨器”和“光伏板”。

培育更多“集雨器”和“光伏板”
本报记者 裴云云

疫情三年，中小微企业受到极大的挑战和冲击，部分小微企业已非常脆弱，甚至处于停摆状态。然而，疫情虽然
加重了中小微企业的短期生存压力，但冬天再长也会过去，春天终将到来。2023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
宁夏将大力实施市场主体提质升级行动，加大各类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帮扶力度，尽快帮助减产停产企业恢复
“元气”正常经营。中小微企业，迎来蓄力新发展的最佳时机。

“每次来这儿吃饭，人都特别多。”1 月 15
日 13时许，任娟女士与朋友来到银川阅彩城，
准备在兰湘子湘菜小炒餐厅（以下简称兰湘
子）过把湘辣瘾，原想着躲过了用餐高峰期，没
想到还是得排队。

“兰湘子成立于 2019 年，总部在陕西西
安。银川店于 2021 年 5 月正式在阅彩城开
业。这也是兰湘子从陕西开到省外的第一家
店。”兰湘子宁夏区运营总监王乔忠介绍。

记者了解到，近 3年来，餐饮业普遍受疫情
冲击较为严重。在此期间，兰湘子有近 112家
分店陆续在全国各地上线，成为国内餐饮行业
中的“现象级”餐厅，并以惊人的开店速度，引
起行业内的广泛关注。

“疫情出现前，我国餐饮市场一直处于蓬
勃发展状态。从长远来看，既不要过于悲观，
也不要过于乐观。”兰湘子餐饮管理公司总经理
彭园财告诉记者，发展环境造成的被动不是长
久消极的借口，主动起来，才有破局的可能。
只有不断创新去满足目标消费者的需求，才能
让企业穿越经济周期，保持健康的发展状态。

小店，小在“精”上，优在“精”上——相较
于传统湘菜以家庭聚会或者商务宴请为主，兰
湘子是国内首个提出湘菜小炒细分的品牌，品
牌将用户画像锁定在 25到 35岁之间的白领人
群，紧抓“快、味、鲜、爽”四大要领，力求“上菜
快，吃得爽”，并在餐厅环境上创造出一种减压
的社交感餐饮场合，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多家新店首店的开业均为商圈整体品质
提升赋能，向内策动品牌资源，向外挖潜破圈
因子，引领、带动城市中新的消费风尚。”宁夏
阅彩商业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商圈与品牌就像“双向奔赴”，兰湘子的人气，
自有其秘诀。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元旦后，餐饮业逐渐回到“锅气蒸腾”的忙

碌景象。就像王乔忠说的，“无论如何，餐饮消
费需求并不会减少。当下，线上成为新赛道，
顺势而为、主动出击，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服务更多消费者，才能在市场上活跃起来。”

“年会用的小桌
花。”1 月 10 日，陈新
燕在微信朋友圈发
了一条信息，配图是
她自己做的插花成
品。黄色和白色玫
瑰相映成趣，再加上
多头玫瑰、洋甘菊、
尤加利叶等配花点
缀，方寸之间满是蓬
勃生机。

陈新燕的花店
有个很文艺的名字：

“ 叶 子 叶 子·花 ”。
2016年，26岁的陈新
燕开始筹备开花店，

“想找个自己喜欢的
事干”。做好的花束
和花篮大多通过朋
友圈售出，花店则主
要为体验插花的顾
客进行线下服务。

2020 年新冠疫
情发生之初，陈新燕
的花店还未受到太
大波及，她如常地插
花、接单、发微信朋
友圈。但从去年开
始，花店的接单量明
显下降。最难的这
一年，陈新燕也曾萌
生退意，但看着满屋
姹紫嫣红的花，想想
插花带给自己和别
人的快乐，她还是决
定坚持下去。

“我最会给自己
找事干了，不包花的
时候就钩毛线！”“虽然挣不上大钱，
但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也很快
乐。”“周五的阴天更让人快乐！”……
翻开陈新燕的微信朋友圈，除了展示
产品，闲暇的表达大多带有一种阳光
积极的态度。照片里的主角不论是
店里的猫，还是天上的云，或者是她
喜欢并分享的音乐，都能让人感受到
其中的乐观、豁达和温柔。

去年开始，除了原本的花束、花
篮等插花成品，陈新燕又新增了毛线
手工、气球花和定制化产品。做成花
束的毛线铃兰小灯，不同造型的毛线
帽可爱呆萌，偶尔有一两单的网店，
也因为镂空毛线背包接到了来自香
港的订单。在她的一双巧手下，不论
是纸质宣传页、毛绒玩偶还是“暖冬
四件套”吃食，都能和鲜花产生最奇
妙的化学反应，变成一件件赏心悦目
的艺术品。

“毛线手工是去年在家的时候用
来打发时间的，没想到发微信朋友圈
后还挺受欢迎。”陈新燕说。新开发
的毛线手工制品可以定制，销量也不
错，只是因为比较费时间，加上人手
不足，逢节假日花店接单量激增时，
陈新燕便无法兼顾。“慢慢来吧，有时
候慢也是快，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2023，我会好好挣猫粮和奶粉
钱的。”去年年末，陈新燕有了个新身
份：母亲。孩子的到来，也让她更加
坚定把花店开下去的决心，就像她元
旦那天的微信朋友圈心情：“虽然时
不时会焦虑、害怕、失落，但迷糊妈会
一直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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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隆德
县好水乡永丰村年
过七旬的何举柏和
石桂琴老两口经营
的小卖部生意格外
红火。

“平时 1 个月的
进货值在 5000 元左
右，这几天快过年
了，半个月进了 3 次
货，每次都在 8000元
左右。”何举柏的大
儿子何金培说。这
几天，何金培不光在
小卖部帮忙，还会给
不方便来的老乡送
货上门。“平时小卖
部打烊早，这几天为
方便老乡买年货，营
业时间会延长到深
夜十一二点。”

1974年，刚 20出
头的何举柏在村里
开起小卖部，代销当
地供销社供货的日
用百货。由于诚信
经营，价格公道，这
个距离县城 10 公里
的“好水公社永丰代
购代销点”，1977年度
曾被隆德县供销社
评为供销系统先进
集体。多年来，村民
生活越来越好，但作
为曾经的供销代购
员，何举柏始终坚守
着自己的小卖部。
在何举柏眼里，虽然
村里越来越多的人
习惯开车到大超市
购物，但小卖部对便
捷周围村民的生活
很有意义。当然，老
百姓的生活越来越
好了，小卖部的货品
也要跟得上百姓的
消费需要：以前的
酱、醋、盐都是散装

的，现在都是袋装、瓶装，大家可以选
着买；以前农村人不讲究喝牛奶，现在
各种营养早餐奶，甚至鲜奶，都是城里
当天送货；店里的饮料、矿泉水一年四
季都有需求，小孩子爱吃的零食这里
也都有供应。

近两年受疫情影响，小卖部时不
时关门。但守店已成为何举柏一家老
小的习惯，“疫情下的坚守更有意义，
许多人不愿意去乡镇的大超市，也不
愿意坐公交车外面跑，咱的小卖部就
更方便了大家”。

“现在条件这么好，村里通公交车
都三四年了，我能时不时地进城赶集
进货，卖货扫微信付款码不用找零，方
便得很。”何举柏说。

新的一年，何举柏有新的打算，准
备在春暖时将小卖部升级：向村委会
和邮政部门提交申请，将村里的快递
投寄点安置在小卖部；另外再投一点
钱把小卖部的店面扩大，重新装修一
下。何金培告诉记者，如今父母的年
龄大了，要帮他们守好“老供销代购
员”服务乡亲的初心。他相信，新的一
年，小卖部的生意一定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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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能找到一份心安，也是人生的
小确幸。”刚刚“阳康”的李玫捧着精心挑选的
书坐在钟书阁宽大的步梯上，轻轻地说。随着
客流的增多，钟书阁迎来了久违的人气，正如
钟书阁副店长孙雪茹所说：“一切都会好起来
的，书香里不会缺少阅读者。”

2022年 8月 18日开业当天，银川给了钟书
阁一份额外的欣喜：首日销量打破钟书阁全国
40多家门店的纪录，综合图书、文创、咖啡等综
合收入超过10万元。

然而，新冠病毒打断了书香里的静谧。
2022年10月以来，钟书阁几次闭店。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没有停下
来，门店的幕后工作始终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孙雪茹介绍，钟书阁每天早晨都要召开员工交
流会，所有员工都要参与讨论当日新书、热点、
书讯等，提出店内摆架、堆台布置的建议，想一
些让读者耳目一新的好点子。在孙雪茹看来，
这是钟书阁的魅力所在，每一个员工都是一台
小型“发电机”，每天都有稳定的能量输出，通
过读者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传达给读者。

每逢疫情缓和的时候，总有单位联系到钟
书阁举办读书会、分享会和签售会等活动。自
开业以来近半年，在钟书阁已经举办过 20余场
读书分享活动，读者借此与众多作家、学者有
了近距离的思想交流。

银川钟书阁的坚守也赢得了总部的偏爱。
在书店的争取下，不仅多次引入钟书阁总部出版
的热门书籍，而且争取到了大幅的折扣，这在坚
持“书籍不打折”的钟书阁来说，无疑是特例。

“最近客流量在稳定增长，虽然不能回到

初开业时，但有很多读者是稳定客源，每周都
会来阅读。阅读不应该是热闹的事情，而是持
久的事情。”孙雪茹告诉记者。

春节将近，钟书阁又从总部争取来新春
“限量卡”，开展送春联、年历，举办读书会等活
动。春节不闭店，在热闹的假期留出一方“悦
读”的安静空间。

去年 8月 28日，建发现代城邀请宁夏著名
作家郭文斌到钟书阁与读者分享创作过程及

感悟，吸引近千名读者前来。郭文斌说，当下
人们需要一个反思的地方来寻找安详。钟书
阁这样符合年轻人气质的书店，或许可以承担
起这样一个功能。

寻找安详，这是一句最能打动钟书阁的
话。孙雪茹说，钟书阁不仅仅是书店，更希望
能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科技高速发达的时
代里，提醒人们不要遗忘带着书香的书籍，不
要放弃沉浸其中的阅读。

钟书阁：在书香里寻找安详
本报记者 杨 娟 文/图

兰湘子：精准定位主动破局
本报记者 王 瑞 文/图

何金培帮父亲守店。
（图片由隆德县供销社

提供）

陈新燕在线教顾客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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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湘子在餐厅环境上下功夫，营造“减压感”的社交氛围。

童书区的时光图书馆，是钟书阁最先“升温”的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