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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适合摆摊

在 2022 年 11 月的韦振风看来，没有比泗泾三湘商业广场

更适合摆摊的地方了。虽然尚未完全走出疫情的低迷，但熟

悉这一广场的他眼里看到、心里惦记的是长约 300 米的广场内

街——说是露天的，其实遇到小风小雨的天气，根本不成问题，

有的是躲风避雨的角落。而这宽达 6 米的内街，增设摊位，也

不影响出行的人们驻足、通过。

三湘商业广场的开发商当年之所以这么设计、建设，达成

近 10 万平方米的“鸿篇巨制”形商业体，很大程度上与本世纪

初泗泾镇地块地价较为便宜有关。

在那个网购还不算发达的年代，偌大个商业体是足够热闹

的。譬如大润发里各个时段都有采买的人流，周末客流会愈发

多一些，商业体内还有各种品牌的母婴店、培训机构等等，各

有各的生意。

可随着网购的逐渐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特别是

疫情期间外卖、网购风生水起。

整体上，2022 年 11 月的三湘商业广场，人气是没有早两

年足的。在韦振风眼里，一些没有开门的店面，显示此地经营

发生着变化。几乎从三湘商业广场开幕就在这里做牛肉面生意

的他，不是没想过离去。可去哪儿呢？当他想到——与其到其

他地方去从头摸索摆摊，还不如继续在三湘商业广场坚持，同

时出摊。而当时，政府部门正号召支持摆摊，希望活跃“夜经济”。

在这个背景下，韦振风拿出自己店面的既有资源，没有额

外添加太多设备，就出摊了——外摆位。没想到，这摊子摆得

见了奇效！

年约四十岁的李明几乎是与韦振风同时在三湘商业广场出

摊的。当时他看中的是此地处于地铁口。“地铁口哪会没有客

流呢？再喜欢点外卖的人，疫情过去，总得出门——上班的上班，

上学的上学。松江泗泾不比市区，许多人进城上班上学，早出

晚归通勤时间长，没时间回家做饭。我摆摊子做餐饮，一定行！”

李明抱着这样比较朴素的想法，就在泗泾地铁站附近出摊了。

自称有着 18 年“北漂”生涯的东北人李明说，在北京时，

长期在京郊出没，每天就干两件事——一是做铁板鱿鱼，二是

和城管“打游击”。之所以跑到上海练摊，是因为自己的几个

东北老乡纷纷南下。闻风而动的李明也一猛子从北京扎到了泗

泾。

“一开始我在地铁站外面摆野摊，说实话生意并不好。如

果早早地到地铁站外‘侦察地形’，早早将摊子支起来，也没

用！”李明感慨道，“等稍微晚些去，城管倒是下班了，顾客

也多了，可又有其他的摊主来和你抢地盘。怎的？还打架啊？

我来上海就想稳稳地做生意、赚钱啊，不想惹事。”看到自己

的哥们在三湘商业广场内摆摊，李明打听了租金——第一个月

优惠价 3000 元。他准备试试。这一试，果然灵！毕竟，三湘商

业广场的摊位，做的就是出入地铁的人流。每天下午 5 点多，

下班的人们开始涌出地铁站。在李明、韦振风们眼里，这哪是

人流啊，简直是现金流！

白领李女士家并不在泗泾。她的外婆前些年动迁，搬到了

　　泗泾这些吃食摊位，尽管绝大多数不是知名品牌，可价格不比一些连锁品牌低，

说明到这里消费的年轻人也有一定的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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