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历了 3 年疫情，小时小店们，可还安

好？这段时间，钱报记者回访了 104 家小时

小店，记录下他们的生存状态、喜乐与哀愁。

疫情下，有人选择了离场，因为房租涨

了 2 万元，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人选择了收缩，10 家店只保留了一家。

但更多的小店店主，选择了坚守，他们相信

严冬总会过去，春天终会到来，他们无法舍

弃那些朝夕相处的老顾客们，放不下这份多

年的情谊说再见。这其实也是小店对我们

的意义所在。他们是一座城市的细胞，牵连

着每一个市民的生活记忆。

疫情对各行各业都会带来影响，但对他

们造成的冲击，无疑更大。面对疫情，小店

店主们不仅要付出比原来更多的辛劳，也在

积极想招，或是转型，或是兼职，他们的乐观

与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让人动容。但小店

没有大企业那么雄厚的积累，没有连锁店抱

团支撑的优势，往往是一个人或一家人在经

营，一旦亏损，就意味着一家人的生计陷入

困境，为了生活不得不另谋出路。这几年，

我们能明显感觉到，街边小店关转的频率比

原来高。

政府为了让企业渡过难关，政策频出。

杭州不久前出台的 40 条纾困扶持措施振奋

人心，但不得不说，很多小店能享受到的政

策红利并不多。40 条中最引人关注的一条

是“减免市场主体租金”，但减免的范围只限

于市、区属国有企业房屋，而小店租赁的店

面一般不大，基本上都是私人所有，这就意

味着租金只能和房东协商，减免房租的政策

很难惠及到他们。

要让小店继续生存下去，不能仅靠小店

店主的坚守，政策的暖风，也要尽可能地吹

进小店店门。每家小店都关乎一片区域内

市民的生活便利，一家社区理发店，可能是

许多业主闲暇时的聚集地，一处小吃店，说

不定慰藉了附近居民许多年的胃。有关部

门、社区，都应该将小店视为解决民生民计

的抓手，多想想办法，尽量留住他们，例如，

和他们一起与房东协商房租，尽可能地给予

一些费用减免或补贴，帮助他们开拓些市场

等等。

疫情的严冬下，一点小小的关怀，可能

就会让他们看到春天的希望，增加他们渡过

困境的信心。小店的生命力，无疑是最顽强

的，我们期待着他们能在春暖花开时，在这

座城市生根发芽，常盛常青。

请给小店多一些阳光
让他们在城市常盛常青

新闻回顾：进货、理货、开店，生存⋯⋯

钱报·小时新闻 11 路记者，走访 104 家小

时小店，记录他们疫情下的选择和坚忍。

也许不能为他们做得更多，但他们的困

境、努力和期盼，值得被更多人看见。希望

小店们，会越来越好。

小店店主“香畔羊绒”：不管怎样，坚守

了那么久，不言放弃，加油吧！希望可以守

得云开见日出。

小店店主“文昌道济”：人总要吃饭的，

生意一定会好起来，以前上班年薪也有二十

万，既然选择了创业，就只能勇往直前了。

小店店主“抬头望天”：我的小店在年前

已经关闭了，过了年到现在一直都没收入，

有老板要招人的吗？

小店店主“圆圆”：疫情下的小时小店，

真的很不容易。我也不知道下半年会怎样，

心里忐忑不安。

网友“天边外的梦游人”：艰难中孕育希

望，疫情下的信心来自坚守，来自顾客的支

持。

网友“美丽心情”：社会各界和有关部门

也要提供帮助，政策应更多照进这些小店，

这不仅是支持小店，也是支持民生。

网友“157××××1394”：疫情对生

意人的确很难。

网友“清风拂面”：相信会好起来的。

网友“eagle”：曙光就在明天。

网友“azz211”：好多店都转行了。

网友“138××××8232”：创业难，守

业更难。

网友“jushiyoukeba”：为了生活而拼

搏，房租压力太大。

网友“悠闲时光”：生活就是给自己一点

阳光。

网友“忘忧草”：渡过难关，胜利指日可

待。

小时网友：加油，身边的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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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际 上 这 特
殊的一日，背
后 蕴 藏 着 多
少 辛 酸 无
奈 。 大 家 的
质 疑 并 不 难
理解，无非是
担 心 坐 地 起
价，担心企业
滥 用 市 场 地
位，担心背离
了 最 基 本 的
物 当 所 值 的
原 则 。 多 听
听 大 家 的 声
音 对 企 业 审
视 自 己 的 行
为 是 有 帮 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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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日收入过万
既要看到他们的奔波劳累，也要着力解决背后的隐情

近日，网传图片显示一顺丰同城骑士 4

月 9 日实际收入达 10067.75 元，顺丰回应

确有其事。这其中包含了用户打赏 7856

元（共60笔订单，每单打赏131元），每单不

含打赏收入为36.9元。

有网友表示，疫情期间人家冒着风险配

送；也有网友称，不加大额打赏就不接单，这

会不会助长不良风气？对此，钱江晚报·小

时新闻评论员们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只看到收入过万，没看到奔波劳累

本报评论员陈江：实际上这特殊的一
日，背后蕴藏着多少辛酸无奈。上海因疫情
进入全域静态管理模式，市民“宅在家里，足
不出户”成为日常生活状态，线上购物也必
然随之成为最重要的消费方式。从日常用
品到瓜果蔬菜，连生鲜产品需求也向线上转
移，而这一切要送达用户手中，最终仍然要
落实到骑手这一“人”的层面。

需求催生了市场，特殊的市场催生了特
殊的景象，也就有了骑手一天挣到了一个月
的收入。这是骑手凭自己的努力挣的辛苦

钱，别人没啥好眼红的。不能只看到他人挣
得多，却看不到他人付出的辛苦和汗水。

事实上，像外卖骑手这类“新就业形态”
的劳动者，他们自身的生存状况和权益保护
一直面临难题。我个人真的非常希望，通过
这一特殊事例，或可推动外卖骑手们的工作
环境和待遇，得到相应的提升和改善。

事出有因，但未必情有可原

本报评论员高路：骑手一日收入过万虽
然事出有因，但未必情有可原，如此高的打
赏金额还是很难让人理解的。从顺丰同城
的回应看，主要来自于企业用户的打赏，并
不违反之前制定的规则。

具体到这些单是否合法合理，要看规则
是否透明，是否事先告知当事企业，打赏企
业是否心甘情愿，有没有强买强卖的情节，
还要看配送成本有无大幅增加等。

质疑并不难理解，无非是担心坐地起
价，担心企业滥用市场地位，担心背离了最
基本的物当所值的原则。多听听大家的声
音对企业审视自己的行为是有帮助的。疫
情当下，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抑或是个人都

需要传递共克时艰的信念，有些钱不该收的
千万别收，能行个方便的何不行个方便？

这次风波也给企业和行业协会提了醒，
尽快规范打赏环节，打赏远远超出基础费用
要么是基础费用制定低了，要么是打赏太高
了，都不是正常现象。需要调整一下收入结
构，让市场更信服。行业针对特殊情况也需
要制定特殊措施，避免陷入无谓的争议。

日入过万只是个例，将成为过去

本报评论员项向荣：应当说，这是特殊
情况下出现的特殊事件，与当下特殊的供需
关系有关。但这样的个例，也折射出在疫情
防控下，尽管政府和有关部门、社区做了很
多努力，物流配送仍然是明显的短板。

我们也相信这种个例不会成为普遍状
况。随着各地驰援上海，加上我们本身具有
的丰富抗疫经验，上海的物资供应情况正在
好转中，由社区组织的对各隔离居民家庭的
物资配送正越来越正常和有条理，高额打赏
骑手、依赖他们运送物资的情况将会改变。

社会感谢骑手在这段时期的付出，但骑
手靠打赏日入过万的情况也将变成过去。

小 店 的 生 命
力，无疑是最
顽强的，我们
期 待 着 他 们
能 在 春 暖 花
开时，在这座
城 市 生 根 发
芽 ，常 盛 常
青。

本报评论员
方小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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