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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女士开的这家洗衣店，叫做“威斯顿”，在杭州滨江区

伟业路上，这里小区密集，太阳国际、国信嘉园、彩虹城等都

在附近。

洗衣店面积不算大，看上去干净整洁。走进店里，一眼

就能见到一屋子挂满的衣服，每件衣服外面，套上了一层透

明的防尘罩。一侧的货架上，也摆着洗好的物品，鞋子、包

包、毛衣，都用防尘袋包好放在那里，等着主人们来取。

3月初春的上午，店里的客流量不大，女主人叶女士已把该

做的事情做得差不多。她坐下来刷手机，看看当天小区的团购

线下提货点的数量是多少。

今天，让我们来听“威斯顿”洗衣店老板叶女士的讲述——

做线下提货点引流，积极做小区团购，滨江这家洗衣小店的生存忠告是：

生意不好的时候，要主动出击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也关注到了本报

“社区小店”这组采访，特地录来一段视频，表

达自己的观点。“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做的这

组社区小店的采访，我觉得特别有价值，它代

表着在新的环境下，每一个微小创业者都在

重新思考，这个商业空间和周边社群之间的

关系，因为任何一个商业，在今天，都需要重

新想象。”

吴晓波讲述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去吃火锅，老板说，能不能加一个

抖音号。不想加，老板送来一盘花生米，还不

想加，老板再送来一盘萝卜干，然后就加了。

晚上九十点钟，刷抖音，看到老板在炒小龙

虾，刚好写稿子饿了，在线订了小龙虾，马上

就送到家里了。

“作为最最普通的小龙虾店老板，他可能

不知道圈层社交，更不知道私域流量，但他已

经跟上了今天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变革。”

你可以看到，线下零售店和消费者的关

系，既是陌生人关系同时也是准朋友关系。

吴晓波认为，今天开小店和过往开小店，

最大的不同，是消费者的定义发生了变化。

吴晓波想告诉创业小白们，越来越多的人买

一包盐，买一包方便面，买一杯奶茶，网上动

动手指就送到手里，疫情之下线下零售受到

冲击，你提供的产品是否跟线上的销售形成

了差异化？

“要让那些小区里走过路过的人成为你

的朋友。”这是吴小波对“创业小白”的忠告。

本报记者 方力 杨一凡

通讯员 张前静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
点赞本报“社区小店”报道
还有建议给创业小白：

让走过路过的人
成为你的朋友

为了孩子
停掉广州的汽配生意

洗衣店是 2015 年开出来的，已开了 5 年半了。

它一直在这里，没换过地方。

我和我老公都是丽水人。早年，我们在广州做汽

配生意，做了有十五六年吧，生意一直蛮好的。后来儿

子要上高中，因为异地不能参加高考，浙江和广东那边

的教材也不太一样，为了儿子，我们停掉那边的生意回

来了。刚回来那时，女儿还小，刚上小学一年级，我

就在家里带孩子。直到女儿上小学四年级，有一天，

突然觉得呆在家里“闲得慌”，就和老公商量了一下，

开了这家洗衣店。

开洗衣店，店铺的位置非常重要，最终选在这

里，也是看中了这一带小区密集。因为有做生意的

经历，选址的重要性我们多少有点知道的。

生意好时
客人推一车衣服来洗

这家店主要是我在管。不过今年女儿初三，要中

考了，我花在店里的时间也会少一些。店里现在雇了

两个人，一个就是我表姐，她在店里的时间多一些。

另外，还招了一个短工，这个短工流动性会比较大。

之所以招短工，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旺季和淡

季很明显，每年国庆到第二年的端午，算是旺季，最

忙的时候加班到凌晨都有。但过了端午，天气慢慢

热起来，生意也就开始淡了。

我们这里的房租不便宜，一年要差不多 20 万，

加上人工和设备等成本开支，经营压力不小。

去年一年，是我开店以来生意最差的一年，没赚

到什么钱，勉勉强强算保本。今年从过完年以后，到

目前为止，也没真正忙起来过。年初八，店里恢复营

业后，稍微小忙过几天，后来就又冷清了。

这样的生意和过去反差还是蛮明显的。我们刚

开业的第一年，生意不怎么样，后来越来越好。特别

是开到第三年，生意好到都忙不过来，几个人从早干

到晚，根本没有时间坐下。我们夫妻两个人，再加上

雇来的两名员工，四个人忙到晚上 11 点都是常态，

有时候还会加班到凌晨。

那时，一过完春节就很忙了：衣服都是一堆堆抱

进来的，有的顾客从物业那里借来一辆小推车，推着

整整一车衣服来洗了。累是真的累，但心里也真的

开心。生意旺，赚得多，满足。

去年开始的这场疫情，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从

未有过的艰难。今年稍微好一些。但想要再回到往

日那种忙碌的景象，也有点困难。

为活下来
设线下提货点，还想做网购

现在属于旺季，但平均每天的营业额基本也就

千把块钱，换作过去生意好的那几年，同样的时间，

每天的营业额三四千都是有的。

有时候看着生意不温不火的，心里也着急，但光

着急没有用，得想办法。去年下半年，刚好有两家购

物网站的人来找我们，看中了我们的位置，想在店里

设置他们的线下提货点。

我和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接过来做：一方面，可

以额外赚点钱。另一方面，也能帮我们提高一些人流

量。线下提货点设立后，到店的人流量大了，也确实

带来一些洗衣服的客源。

有一些平时没来洗过衣服的人，到这里提货，提

完之后，会顺口问一下，洗衣服怎么收费？

我们做这一行的，不是想停就能停的。这些年

来，也积累了不少顾客，很多还在我们这里充了卡，

加上机器等设备的投入，如果没人接手，是不能随随

便便关店的。

我们在这里开了那么多年，口碑也不错，周边的人

对我们也蛮好的，不到撑不下去的时候，不会轻易关门

的。这两天，打算去团购网站做点活动，再做一波人

气。人总要有个信念，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环境

总会好起来的。

本报记者 詹程开 文/摄

1、开洗衣店的位置很重要，一定要选择小区密

集、人流量大的地方。

2、以诚相待做口碑。万一遇到纠纷，先主动认

个错，该赔的就要赔。

3、洗衣品质必须过硬。

4、洗衣店的淡旺季比较明显，在用工方面，可以

灵活一点。

5、生意不好的时候，要主动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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