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死”过一次的店，

再重新活过来，老涂觉

得自己很幸运了。

1976 年出生的老

涂，老家江西，2015 年

他想为老婆开一家小

店，选择了杭州滨江区

伟业路靠近钱塘江的这

一排小区店铺。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决定日后会给他带

来几百万元的债务，时

至今日他依然负债经

营。即便如此，这个男

人认定“危中有机”，相

信以后会越来越好。

这一次百家小时小

店再调查中，对未来充

满希望的，不仅有老涂，

还有不少小店店主。

从鼎盛时期的十家店到只留一家，“死”过重生，他是怎么挺过来的

危与机，愿与盼，拼搏之中见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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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求变 70后老涂的“每日三醒”——
关掉十家店，负债情况下重开一家

2015 年老涂为老婆开了家进口食品店，位置就在伟业

路上。店很小，生意却好。房东当时告诉他，边上原本要开

家面包店后来反悔了，“要不你来开吧？”

彼时，还在企业的老涂收入不错，衣食无忧。他想着，开

个面包店也不是不可以，算了算，房租、设备、装修等，启动资

金最起码要70万元。

那时候，众筹的概念很火。

效果出乎意料地好。不到一周，70万元到位了。

一切都很顺利，店叫巴莱斯，概念也很好，“属于大家的

面包店”。生意不错，老涂一下子红了。

他从单位离职，不断有投资者或者朋友来找他，要加盟

或者开分店。老涂在没有做风险评估的情况下开了分店，一

家、两家⋯⋯十家。

问题很快暴露。“投资者多，却没有人加入管理，投资人

都只想要回报，我一个人管那么多店根本管不过来，每天一

睁开眼睛，想的就是给十家店的员工怎么发工资。”

2018年，老涂的十家店陆续关停，亏了七八百万元。既

有投资人的钱，也有好多会员的预存款。

“我不能一走了之，至少要对会员负责。”老涂关掉了老

婆的进口食品店，问亲戚等借钱，接下已经倒闭的“巴莱斯”。

老涂开了新店“每日三醒”。

为什么叫“每日三醒”？老涂说，一是因为他做的是欧

包，在制作过程中要三揉三醒。其二，人生也是一样，每日三

醒，做决定前，都想一想。第三，也是对第一次创业的警醒。

新店重开，每一处细节老涂都亲自抓。幸运的是，最难

的时期，他接到了一家大企业的年单，基本不用担心一年的

生存问题。

2021 年 4 月，老涂开始了新一轮对店的改造，把重心移

到经营散客上来。他觉得，疫情的影响是有的，但所谓危机，

就是危中有机，只要用心做，社区店是可以做好的。

董姐的执着和坚持——
“民以食为天”，我就认准了这一条

45岁的董姐一家来自内蒙古。她原本在衢江路开了一

家“福大饺子”店，现包饺子售卖。去年年底，又接手了边上

一位大伯开的粮油店，饺子店租金每年 9 万元，现在连粮油

店一起整个门面租下，年租金翻倍还多，每年20万元。

疫情下，还敢加大投入？“我们就住在附近，对这一带已

经很熟悉了。”董姐说，对这里的客流量已经心中有数，对粮

油店的经营也很有信心。

她是这么打算的：只卖米面油，肯定不行，于是增加了各

种豆类小杂粮，还增加了面条、馄饨皮等，和饺子店可以算是

一个系列，互相能引流。

说到信心，董姐笑起来。“那必须有。不管市场行情咋

变，人人都要吃饭，爱吃饺子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我们包的

饺子，用的是好面粉、好馅、全手工，粉丝很多。有这个基本

手艺在，而且我们不怕辛苦，咋能干不下去呢？”

接手粮油店4个月了，现在看起来，这条路能行得通。

董姐说，开小店，赚的就是辛苦钱。“每天早上 5 点就要

起来了，买肉、和面、调馅、包饺子，一整天歇不下来，一直要

忙到晚上九十点钟。”

就在“福大饺子”往南 5 米，去年开了一家“袁记饺子”，

也是现包饺子售卖。

怕竞争吗？

董姐又是哈哈一笑：不怕！袁记是连锁店，我不管他们

怎么考虑，反正我家饺子材料好味道好，价格公道，不怕来

比。现在一年多了，我们两家都挺好，大家一起赚钱是好事。

韩建勇的希望和期盼——
杭州四十条扶持政策，给了我信心

40岁的山东人韩建勇，在桥西直街开了一家“荞溪古筝

工坊”。从 2006 年开始，他就一直从事古筝方面的教学，慢

慢攒了口碑和生源，2017 年搬到桥西。“这里的氛围和古筝

很搭，依托这个环境，收获了很多新的客源。”

去年，韩建勇收获了市级文化能人的称号。

原本以为会一直顺利。

今年 3 月初，受疫情影响，工坊主打的文化艺术展演和

线下教学都暂停了。

这让韩建勇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每天都在亏钱，“前

几天有几个同行开始处理固定资产，估计是撑不下去了。”

但他还在坚持，每天都会去店里弹弹琴，把店门打开，路

过的游客也会进来感受古筝文化，并相约疫情过后来学。

“我们这一块是一个音乐角，有古筝、有笛子，大家一起

琴瑟和鸣的感觉很好，希望疫情赶紧过去。”

对于杭州前阵子出台的四十条扶持政策，韩建勇仔细研

究过，“有几条还是适用的。”这给了他坚持下去的信心。

“作为从事文化传播的人，我希望政府加大对文化产业

的扶持，包括场所提供、政策倾斜等，留住文化、留住坚守文

化的人。”

孟凯的信心和扩张——
老店营业额逆势增长，今年开了新店

这段时间，孟凯过得充实且忙碌。继晨光文具（拱宸店）

之后，3月中旬，晨光文具（景和店）正式开门营业。

新店面积 100 平方米，比老店大一倍，租金也更高，15

万元一年。老婆管原来的店，孟凯负责新店的一切事务。

开新店，是孟凯自己的主意。这两年虽然遇到了疫情，

但老店的营业额反而逆势增长，这给他很大的信心。

老店是2011年开出来的，主要是老婆一个人负责，生意

马马虎虎，2019 年，孟凯参与到文具店的经营后，加入了很

多自己的想法。

比如，他敏锐地捕捉到学生群体对于高端文具的需求，

就及时调整和增加了店里的产品供应类型，还加入很多时尚

的文创产品、礼品等。

后来，他又引入外卖模式，对于利润的提升立竿见影。

这三年，营业额一直都在稳步提升。

孟凯根据之前摸索出来的一套成功经验，对新店进行了

改造。尽管新店开业不久，但顾客的反馈已经让孟凯看到了

希望。“有不少家长和学生告诉我，店里的东西比原来多了很

多。他们觉得我很懂他们。”孟凯说，这种被顾客需要的感觉

很好，“只要好好努力、用心经营，一定可以提升店里的营业

额，也一定能够换取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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