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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蔬菜批发市场也要减租金了。

之前，看到钱江晚报·小时新闻上关于杭州果品

市场摊主希望减租的报道后，杭蔬市场的摊主们也

表达了减免租金的希望。

这个诉求昨天有了回应。杭州蔬菜市场相关负

责人表示，市场给 400 多户经营户免一个月租金的

方案正在报集团审批，会尽快落实。

市场暂时歇业，犯愁时“减租”来了

4 月 7 日起，杭州蔬菜批发市场因疫情暂时休

市。老薜只好去隔壁的良渚蔬菜批发市场租临时摊

位，继续卖菜。

杭州人老薜在海南包了 2000 亩种玉米、花生，

在云南包了1500亩种叶菜，现在正是蔬菜上市的旺

季。

因为疫情，外省来杭的车辆消杀后，要由本地司

机接驳到市场卸货。老薜算了笔账：“现在昆明到杭

州的大车运费是 1.7 万元一车，原先只要 1 万元；大

车到杭消杀后，还需要一笔接驳费用，1500 元。加

起来，运费成本上涨不少。”

杭蔬市场暂时歇业后，老薜坐立不安，“4 月份

经营任务是完不成了，正发愁呢。”

这两天，老薜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老薜对记

者说：“感谢钱江晚报·小时新闻的关注，市场已经通

知我们‘免租’一个月，真的太感谢了。”

老薜一年销售定额是 5500 万元，要向市场返

点，每月15万元，相当于“租金”。他说，这次市场会

给他减15万元“租金”。

土豆发芽，“减租”能弥补一些

杭蔬市场有 400 多户经营户，摊位收费模式有

两种。

一种是扣点经营。市场给商户下一定经营任

务，通过扣点方式收“租金”，比如老薜这样的摊位。

还有一种是季节性经营摊位一次性收费，一个摊位

七八平方米，月租金大约4000元。

市场暂时歇业这些天，批发内蒙古土豆的赵女

士还有20吨土豆在市场里。这些天气温高，土豆发

芽，已经不能再卖。在德清冷库，赵女士还有 40 吨

小土豆。

按照1500万元的年销售指标，赵女士每月要向

市场交三四万元“租金”。得知市场正在落实帮扶政

策，她说：“这笔钱能省下，可以减少我一些损失。希

望库存土豆都能卖出去。”

本报记者 施雯

杭州蔬菜市场
要免我15万元“租金”
蔬菜商贩悬着的心放下了

杭州蔬菜市场
要免我15万元“租金”
蔬菜商贩悬着的心放下了

“我们复课了。”4月17日，荞溪古筝工坊老板韩建勇给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发来一条好消息。他

还说，街区店主们最关心的“减租”，也有了令人满意的回应。

前段时间，钱江晚报11路记者进行了“杭州百家小时小店再调查”，韩建勇的古筝工坊就是其中

一家。昨天，记者再次采访了韩建勇。

有人带着钱报找上门，有人主动要续课

停业一月的古筝工坊店主有点激动——

又减租又复课，感觉终于熬过来了

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店店主，正在硬刚疫情带来的影响，想办法闯出一条路。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

他们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实打实的及时帮扶和支持。慰藉过大家的小店，现在很需要大家的帮忙。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帮帮小店”计划正式启动，期待更多力量加入。如果你是顾客，路过时可以进去照顾一下他们的生意；如果你是小店，可以和其他小店

互换资源抱团取暖；如果你是房东，愿意在能力范围内帮他们一把，请让我们看见你；如果你是外卖平台，愿帮小店推荐并降低佣金，也可以联系我们。

疫情之下，一个个生活的孤勇者汇聚起来，也许能产生我们想象不到的巨大能量。

有意向的房东和平台，可以与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帮”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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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钱报报道，有爱好者找上门

今年 40 岁的韩建勇，2006 年开始从事古筝

教学，“原来在写字楼里，慢慢有了一些口碑和生

源，2017年搬到桥西。”韩建勇说，桥西历史文化

街区的氛围和古筝很搭，“我们依托这里的环境，

收获了很多新的生源。”

但是，3 月初，受疫情影响，古筝工坊的展演

和线下教学暂停了，每天处于亏损状态。

“杭州百家小时小店再调查”专题报道发表

后，韩建勇拍照发在朋友圈，并附言：“盼着疫情快

点结束，街区早日恢复往日繁华，筝坊早日迎春。”

韩建勇没想到，这个帖子会得到那么多人的

关注。“不少朋友在下面留言，鼓励我要坚持下

去，不少学员还说要续课。”

前几天有两个女孩上门来，蛮年轻的，“她们

说，是看了钱报的报道后，想来店里看看。”两人

看了一圈，觉得不错，相约等古筝工坊复课后来

学古筝。

这些温暖了他，让他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

同时，钱江晚报发起“帮帮小店”的呼吁，也

让他觉得有一种被看见的感觉，“挺暖心的”。

复课第一天，师生们全程戴口罩

常有学员来问什么时候恢复线下教学，韩建

勇只能回复：“还没消息，再等等。”他盯着各个群

里的消息，期待出现复课的消息。

4 月 15 日晚，韩建勇终于等来了它。“当时

一阵激动，感觉终于熬过来了。”

经过一天的疫情防控准备，4 月 17 日，荞溪

古筝工坊正式复课。

“复课第一天的第一节，在早上9点半，学员

是一位从西溪湿地附近赶过来的 20 多岁小姑

娘。”看到学员走进店里，韩建勇一阵感动，“我们

按照街道和社区的要求，做好了测温等防疫措

施，要求师生戴好口罩。”

复课的这个周末，来上课的学员不多，韩建

勇解释说：“因为复课通知来得比较突然，不少学

员已经安排好那个周末的活动计划了。估计下

个周末就能恢复正常。”

“减租”落地，他的愿望有了回应

在之前的记者调查中，韩建勇曾这样谈及杭州

发布的纾困帮扶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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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韩建勇等桥西历史街区的商家，什么

时候能享受到相关帮扶政策呢？记者采访了拱

宸桥街道桥西社区书记项政。

“桥西历史街区有60余家店铺能够享受市、

区各级纾困帮扶政策。”项政表示，社区了解小店

目前的生存状态，钱江晚报相关报道街道也在关

注，“因店铺所属不同，相关政策的落地时间会有

所区别。街区 80%的店铺由市运河集团下属运

河文旅公司负责管理运营，目前已按照市国资委

要求对符合政策的店铺分批落实租金减免，签订

租金减免合同。其余店铺分属于区级不同职能

部门及街道，我们正在摸排，已通知部分商家，后

续将陆续落实帮扶政策。”

项政说，按照市、区纾困帮扶政策，符合条件

的店铺可以享受四个半月的房租减免，包括三个

月全免和三个月减半。此外，街道和社区也会从

活动资源上对商户予以帮助，“尽最大可能，帮助

辖区内小店渡过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