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荫掩映下的特色小店，是海派韵味的缩

影、民生经济的细胞，也是百姓就业的最后一道

屏障。看似不起眼的小店背后，往往关系着一

家人的生计，而在万家小店的背后，承载的是万

盏人间灯火。

上海小店是不愿意被打倒的，它们想尽办

法积极自救。有的小店选择触网，做外卖、做直

播、开网店，用互联网技术触达暂时见不到的顾

客。有的小店选择下沉，深入社区，运营社群，

策划更多的互动活动，牢牢系住情感纽带。有

的小店选择雌伏，关掉分店，缩减开支，断臂求

生，以待来日……

但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焦灼夏天，在小

店生存面临特殊压力的时刻，我们理应施以援

手，帮助它们渡过生存难关，带来重新出发的希

望。这个过程，不仅是在扶起小店店主，也是在

救赎我们自己的城市生活。

多位专家认为，小店是城市商业的毛细血

管，是供应链的神经末端，它们受疫情影响更大，

应该是帮扶纾困的重要对象。事实上，一家小店

可能规模较小，但小店经济发展却体现了中国经

济韧性强、活力足的大逻辑，蕴含着保障和改善

民生、建设数字化和谐宜居城市的大道理。

后疫情时代，如何通过市场准入、政策性补

贴以及平台精准滴灌、系统“输血”，来扶持小店

经济发展，是相关政府部门和各类市场主体应

该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在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

的当下，互联网巨头要践行“科技向善”，可以借

助数字技术和数字化供应链的优势，为小店提

供流量、金融、物流等方面的支持。金融机构也

可以持续加大“小店经济”的普惠金融力度，赋

能小店店主渡过难关。

本报记者 张钰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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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葛亮：黎明将破晓，爷叔要撑住。
大眼睛小王：翻看以前的视频，突然就想念那

碗鲁(卤)肉饭+蒸蛋了，恢复营业后一定要找个周

末再去一次。

飞向火星乐队成员David的妈妈：疫情期间
看到汤木老师，发现他瘦了。这段时间他们一定

很难，希望熙律扛住，飞向火星！

王小姐：希望尽快恢复堂食，因为有时候买杯
咖啡，也是为了享受坐在店里的闲暇时光。

悠悠：疫情封控在家，微信联系宠物医生，成
为当时仅剩的方法，但效果总是没有面诊来得

好。希望这次手术成功，能让狗狗多陪我几年。

经历了迷茫、无奈、焦虑、期待……他们仍在咬牙坚持

扛过生意停摆期 小店如何顽强
街头巷尾的特色小店，是上海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它们不仅彰显了

城市发展的活力，更承载着都市烟火气和人情味。刚刚过去的春天，歇业、
房租、人工、物料……成为绕不过去的难关，但它们却顽强坚守，等待上海

的生活恢复如初。
6月初夏，向阳而生。上海小店正在奋力求生，困难与希望同在，焦虑

与信心交织。店主们努力坚持，为这座城市增添温暖的底色。

6月1日，陈子栋和他的合伙人在上海开的

“Alphaseedscoffee”和“DirtySoe”四家咖啡店，恢

复营业了。

“5月28日突然收到通知，6月1日就能营业

了。”咖啡店老板陈子栋说，疫情期间的2个月，他

就在家忙着带娃、煮饭，抛开店里的事，“想了也

没有用，只是徒增烦恼”。

得知可以重新开店后，他倒是多了一些担

心：两个月过去了，店里是否一切安好？他立马

安排人手值班，并叮嘱第一天到店的店员检查机

器是否还正常，并处理掉之前采购的咖啡豆、牛

奶等过期原料。四家店在1日当天上午都在打

扫，并清洗设备，下午才正式营业，当天店内只卖

两种咖啡，美式和拿铁。

然而重新营业至今，因为没有开放堂食，现

在的客流量和2月相比，只有之前的1/10。陈子

栋算了一笔账，按照目前的营业额来算，估计6月

四家店都不能达到收支平衡，预计每家店平均亏

5万元左右。

“堂食对餐饮企业来说，是一道绕不开的

坎。”陈子栋说，咖啡店也是一样的，虽然咖啡可

以打包外卖，但是口感总归无法和一杯刚刚现磨

出的相比。而且，咖啡店是具备社交属性的，有

些顾客想要在店内休息一下，有些想要谈公事，

有些想要和朋友聊天，这些客源现在都流失了。

因为不能堂食，现在四家店的蛋糕也不卖了，又

少了一笔入账。

疫情期间，四家店的人工、原料成本都有损失，

但好在都免了一个月店租。不过，能否继续维持下

去，就要看堂食何时开。他们店没有炒掉一个店

员，大家想着再屏一屏，再撑一撑，毕竟开咖啡店不

容易，注入的不仅是金钱，还有精力和心血。

最近，网上有很多“救救小店”的呼声，以及

一些闭店的消息。“发出这些声音，其实是心底抱

有希望，希望可以改变，可以恢复起来。”陈子栋

说，自己和合伙人开的四家店，也在尝试自救。

“我们参加了小红书的送咖啡活动，还推出了新

研制的特调咖啡，希望可以吸引一批新客人。”前

些天，店里还尝试卖1公斤包装的咖啡豆，已经有

一些销量了。

虽然平台销量比不上一些大咖啡品牌，但陈

子栋他们还在积极和一些新渠道沟通，争取打开

销售渠道。“现在还有很多未知数，但我和我的合

伙人还是对未来抱有信心和期待的。”陈子栋说，

他们期待堂食开放的那一天，大家会来“报复性

消费”。 本报记者 裘颖琼

除了“静待花开”，还要施以援手

踩着梧桐树下的斑驳光影，走进闹中取静的

长乐路，葛亮站在台湾风味小吃店门口，望着紧闭

的玻璃木门，发了一会儿呆。“还没开啊……”他轻

轻叹了一口气，转身离开。

“爷叔，你们开店了吗？”5月底开始，严邦灿不

断在微信上收到熟客的问询。“还没有，再等等。”他

回复了一次又一次。等多久？“等到政府部门允许

餐饮业开放堂食的一周之后。”这句话的背后，是上

海爷叔的谨小慎微，也是小店老板的咬牙坚持。

关了3个月，还在继续等

“我们从3月中旬开始闭店，没想到一关就是

3个多月。”说这话时，严邦灿坐在家门口的街心

花园里，口罩遮住了他的脸，看不清表情，却听得

出言语间的落寞。

“当时疫情开始紧张了，进店吃饭的客人明显

变少，没多久我们就接到了暂停堂食的通知。”他

说，小店的生意九成以上来自堂食，外卖占比很

少，见此情景，索性闭店几日，也免得提心吊胆。

但此后数月的等待，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一个月、两个月……严邦灿坐不住了。“没有

进账，只有支出。”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月的店

铺租金、员工住宿、生活开支和基本工资等，加起

来近6万元，一分钱都省不下来。

“2020年初，我们停业了81天。今年还没有到

头。”“不确定性”让原本“笃定”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这段时间，他天天盯着黄浦区、徐汇区和静安区的疫

情通报，掰着手指头算多少天没有出过“阳性”了。

“我们店处于三区交界，前段时间300米开外还有两

个中风险区，这是我们至今没有开店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就是不能堂食，生意肯定大受影响。”

思虑再三，他决定继续等。“只要能够开店，只

要可以堂食，我一点儿都不担心生意。”开了26年

的老店自有这一份底气。“压力很大，但只要店开

起来了，就有希望。”

开了26年，不会轻言退休

“初入职场时的工作午餐，十多年前的回忆。”

“求求小店一定要经营下去，非常有情怀啊！”

“想念鲁（卤）肉饭的味道，喜欢的上海小店要

挺住。”

闭店的那些日子里，不少顾客都在台湾风味

小吃的大众点评页面上留言，这家小店的命运，牵

动着不少人的心。

“我们店大概有近万名熟客，熟到什么程度

呢？他们都来过100次以上。”严邦灿说，到店的

客人大多不看菜单，张口就报菜名，他们看中的是

小店的口味不错、价格便宜、干净卫生、翻台迅速

……当然还有浓浓的人情味。

移居新加坡的向明学子，20年后带着全家返

沪，重返长乐路的第一件事，就是尝尝小时候的味

道，感慨到流泪；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演员，在沪

期间光临了几次后念念不忘，七八年后带着家人

“空降”；在沪打拼的年轻人，天天来吃9元一碗的

鲁（卤）肉饭，几年后回到家乡发展，但只要来上

海，就必定到店里坐一坐……

这家1996年就开在长乐路上的小吃店，有着

无数人的青春记忆。“我喜欢和客人聊天，时间长

了，大家就有感情了。”严邦灿说，他本来觉得，赚

到养老的钱就不做了，“但后来发现，不是店离不

开我，而是我离不开店了”。

虚岁七十的上海爷叔，面对困难重重的2022

年，依旧不说退休。他说：“只要身体吃得消，脑子转

得动，我至少干到80岁。” 本报记者 张钰芸

和汤木第一次聊天是3月底，刚过春分。第

二次聊天，已是夏至。肆虐的疫情，偷走了愚园路

的一整个春天，也让愚园路上的店主们饱尝了迷

茫、无奈、焦虑、期待等各种情绪。

停滞的音乐教室

作为“钢琴诗人”顾圣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愚园路从不缺文艺气息。8年前，汤木的“熙律”

音乐教室搬到了这里，教乐器、提供排练或录音的

场地、售卖乐器及相关产品。他还专门开辟了手

工吉他的作坊，将自己从苏格兰学来的制琴工艺

教给大家。

大家在这儿玩音乐交朋友，孕育出了很多美妙

的旋律。疫情前，熙律有三四百名学员，全职、兼职

的员工20多人。按往年经验，工作室在一二月是淡

季，三月后回暖，五月到八月的“暑期档”是旺季。

但今年，熙律从3月12日就暂停了线下课程，

当月订单就减少了一半。到了5月，有部分学员

退费，收入为负。6月3日起，虽然恢复开店，但由

于规定客流不能聚集，不能恢复线下授课，所以学

员人数是零。老师们在店里各自研究教案，有时

练练琴。

每天亏约万元

没有收入的几个月，该支出的却一样也不

少。近百平方米店面的房租，员工的社保和工

资，平台的广告费、系统维护费，恢复开店后的

水电费……这些，都不能停。三月底时，汤木曾

说：“每天一睁眼，我眼前就出现一个数字：-9500

元。车已经卖了，正准备找中介来看看能不能卖

房。如果没有扶持政策，最多再撑半年。”

到了6月，政策出来了，但或许因为政策落

地需要时间或信息还不畅通，情况并未好转多

少。房租、电费仍在交，稳就业补贴问了一圈没

找到申请渠道，哪怕是缓缴“五险一金”和税款，

汤木也觉得作用有限：“缓缴不是免缴，每个月

缴纳是割一刀放点血，一次性缴纳就像挖一块

肉，到时对资金的冲击更大。我很多朋友现在

都在按月缴纳。”

尽管入不敷出，善良的汤木还在帮助别人。

疫情期间，他自费购买物资，送给联邦快递、抗疫

医护人员、创邑space的安保人员、孤寡老人和虹

桥火车站的滞留旅客，累计帮困3300余人。那时

候，他经常一天开车300多公里运送物资，有时也

会路过愚园路，看到店都关着，“痛苦有人分担，就

没有那么痛”。

“剑走偏锋”在自救

纵使受尽磨砺，还要努力生存。汤木和他的

工作室，也在尽力自救，希望能撑到曙光初露那一

天。

转型线上是一个想法，但乐器课线上的教学

效果确实不太好。“手法细节、肌肉的膨胀度没法

隔着屏幕指导，手机传播声音也会丢失很多频段，

乐句的情趣也无法传播。”汤木说，2020年疫情期

间也曾开过线上课，但99%的学员都不愿转线上，

情愿等线下课恢复再继续。

售卖农产品，是另一个“剑走偏锋”的招数。

汤木老家在南汇，疫情期间见员工和朋友买不到

菜，他就从自家地里摘些送去。后来慢慢建起了

口碑，在农场和小区间搭起了团购蔬菜平台，积累

了些资源。但这行也不好做，他设计了69元低价

套餐吸引人气，包括七八斤蔬菜和一只老母鸡，卖

得很火。但之后想按市场价卖南汇水蜜桃时，就

无人问津了。

谈到前路，汤木认为，消费信心的重振非常重

要：“过几个月市场复苏了，我们就可以不用亏那

么惨，就能熬过去了。上周股东们开会，大家决定

再熬一熬、等一等。光，还是有的。”

本报记者 金旻矣

“膀胱结石去除之后，也要有一段术后修复期，就好比皮很厚的气

球，它的伸缩性就会变差，储存尿液的能力也会变差，所以就会尿频。

至于尾巴根部的肉瘤，不是什么恶性肿瘤，但不排除切除了之后还会

再长。”宠物医生牛光斌的话让悠悠听得不住点头，这样的术后注意事

项解释细致生动，也是疫情隔离管控期间线上问诊无法达到的效果。

悠悠的狗狗9岁了，3月时发现尾巴根部有个肉球。当时兽医说

观察一下，如果变大，就要手术。“四五月份的时候，眼看着肉瘤从小米

粒长到指甲盖那么大，我心里很慌，发了好几次照片给牛院长，医院一

恢复运营我就带狗子过来看诊了。”悠悠说这次是狗狗术前的最后一

次身体检查，手术约在周四早上9时整，“早点做完，早点放心”。

6月1日起，位于天汇广场的派菲尔德宠物医院恢复正常运营。

架子上摆满了处方粮和各类药物喷剂，前台有护士小姐姐接诊挂号，

室内敞亮、地板干净，消毒水的气味让人安心。作为院长的牛光斌介

绍，医院十几个医护人员已经全部到岗，每天最多排7至8台手术，病

房区目前谢绝探视，前来就诊的“铲屎官”需出示72小时内核酸阴性

证明，并扫场所码。目前接诊量已恢复至疫情前的80%。

谈及关张的两个多月，牛光斌说，没有落下一只“毛孩子”，是最值

得骄傲的事。宠物医院位于商住两用楼的1楼，两位青年医生许天和

张玉就住在楼上，“3月28日，我们把20多个长病号转移到了楼上，备

足了药品、纱布等物料，保证它们的口粮。封控期间，两位医生全心全

意照顾‘毛孩子’。到了4月中下旬，猫粮猫砂的紧急需求多了起来，

他们还承接了打包寄送的工作。”

和众多小微企业一样，疫情期间，宠物医院同样面临着房租、物

业、员工工资、社保等费用的支出，但牛光斌认为，比起五花八门的线

上运营、促销宣传来“挽回损失”，人才梯队的培养和诊疗技术的探索

更迫切。

就在记者采访的当日，张玉医生主刀了一起心包积液导致心包填

塞的危重症病例手术，目前狗狗在重症监护室，生命体征平稳。牛光

斌则参考了保济汤的中药成分，结合小动物的具体情况，用药四天，让

泰迪犬“牛牛”的顽固性腹泻症状有所好转，主人都觉得这速度简直不

可思议。

牛光斌相信沉下心来练内功，让多样化的专科诊疗方式成为医院

的新武器，方能在困难时期，稳定团队，稳住人心。

本报记者 钱文婷

台湾风味小吃 日子很艰难，爷叔却说“我不会退休”

“熙律”音乐教室 心情很煎熬，他们决定撑下去等待“光”

“Alpha seeds coffee”和“DirtySoe”咖啡店 堂食是道坎，期待“报复性消费”

派菲尔德宠物医院 先稳住人心，不落下一只“毛孩子”

复苏?
调 查 现 场

顾 客 心 声

■ DirtySoe咖啡店开始营业了 ■ 因为不能堂食，店内椅子全部翻起 本报记者 裘颖琼 摄

■ 疫 情 前 ，

“熙律”音乐教

室的少儿乐队

课很受学员欢

迎

采访对象供图

■ 小吃店仍处于关门状态 ■ 长乐路上，一家餐饮店张贴着只限外卖的标识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生病的狗狗终于可以到宠物医院面诊了 本报记者 钱文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