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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世界超市”金华义乌

又因“美食联合国”的名头火出圈。

“买卖全球”的市场越开越大，

紧邻义乌国际商贸城的道路两旁，

扎堆开着异国美食餐厅，吸引着游

客和商客涌入尝鲜。

潮汕人许曼兰和尼泊尔籍丈夫

毕萨开的餐厅就在城北路上，主营

印度和尼泊尔菜。

开店 12 年，这家餐厅发生了许

多新变化。

编者按：

作为北京时

间基准线的东八

区中央经线——

东经 120°，从北

往南贯穿浙江，可

以说是浙江的“中

轴线”。

这 条“ 中 轴

线”沿线分布着不

少烟火小店。有

的小店开了几十

年，靠一门手艺把

日子过得越来越

红火。一盏灯，一

杯茶，他们服务着

周围的街坊邻里。

这些小微个

体凝聚在一起，为

“浙”一线的发展

注入活力。岁末

年初，让我们一起

沿 着 东 经 120°

行走，探访这些小

店。

今天，我们探

访的是金华义乌

的“铌萨迩餐厅”

和绍兴诸暨的“秘

多潮袜”。

小众菜系意外破圈
节假日排队1小时以上

这个跨年夜，许曼兰和丈夫也守着餐厅。同他们一起跨

年的，还有几十名印度商人。“前几天他们就预定了位置，要在

我们餐厅里迎接新年。”许曼兰说。

义乌市场春节会休市，所以很多外国客商提前来采购。

去年 12 月以来，许曼兰的餐厅每天都要从上午 11 点一直营

业到凌晨一两点，眼睛都熬出了红血丝。

“这一年不仅外国客商的新面孔多了，国内游客也多了。”

许曼兰说，这是她在2024年感受到的不同。

2024 年“五一”当天，餐厅还没开门，就有几十名顾客自

发在门口排队。许曼兰说，这是开店12年以来第一次在店里

看到这么多国内顾客。

国庆期间的顾客更多。“每天都排队 1 小时以上，有时甚

至超过 2 小时。店里 4 名厨师忙坏了，光咖喱每天就要煮上

千斤。”她说，印度菜和尼泊尔菜原本是小众菜系，没想到也有

爆火的一天。

为了让国内的食客满意，小店菜单上的 300 多道菜都有

两种做法，以争取更多的“中国胃”。“国内顾客集中在饭点，印

度顾客喜欢夜宵档，时间正好互补。”许曼兰说。

扎根义乌十二载
小店多了很多新面孔

如今，城北路上仍有十几家印度餐厅，有近两年新开的，

也有还在装修的。许曼兰的餐厅是开业时间最长的那批小店

之一。

2012 年，夫妻俩从广州来到义乌。“当时的城北路就有

‘印度街’之称，不仅集中开着十几家印度餐厅，还有很多印

度、尼泊尔人开的外贸公司。”毕萨看好这里的前景，便租了一

间不到 50 平方米的小店面，取名“铌萨迩”。店铺安置好后，

许曼兰也带着孩子来这里生活。

“我们想让那些来义乌做生意的印度、尼泊尔商人尝到家

乡的味道。”许曼兰说，为此店里的面粉、香料、大米都是从印

度进口。久而久之，这里成了不少外商定点吃饭的地方，“这

些年市场生意好，小店也多了很多新面孔。”

2022 年，夫妻俩把餐厅搬到了临街的店铺，面积也扩大

了一倍。在义乌生活了12年，她和丈夫早已把义乌当成了自

己的第二家乡。面对新年，夫妻俩信心十足：“相信义乌市场

会越来越有活力，也希望餐厅生意越来越好，无论外商还是国

内游客都能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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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印花的多少钱？”“这款羊

毛含量多少？”

在绍兴诸暨大唐袜业城一间不

足 10 平方米的小店铺里，“秘多潮

袜”店主姜微正在给客人介绍产品。

“9 月底到11 月底时最忙，现在

大多数客商都是来补货的。”2024

年最后一天，她依然守在店里。

“忙归忙，感觉挺有希望的。”姜

微说，2024 年自己经营得挺不错，

收入比上年翻了一番。

爆款火了一个月
每天都有人排队拿货

姜微主营饰品女袜。笑脸、熊仔、蝴蝶结⋯⋯店里从基

础款到时尚款应有尽有。店铺虽小，但墙上挂满袜子的布

置，总会吸引来往的采购商多看两眼。

姜微有一批忠实的客户，有做电商的，也有开实体店的，

几乎天天来拿货，“回头客多，是因为我们的产品质量好。”

小店一年会推出百来款袜子，每款的出货量其实都差不

多。不过，2024年出了一个挺意外的爆款，“那就是一款很基

础的厚袜子，加了个布标设计。火了一个多月，每天都有人

排队来拿货。”姜微说，那段时间基本没存货，还常常欠货，就

这一个爆款卖了全年近一半的出货量。

姜微说，她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能火，“这种事可遇不可

求，感觉就是运气好。”

不过，爆款的出现也让姜微意识到，多做款式虽然有

压货的风险，但也能增加“出圈”的机会。眼下，她的设计

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研发夏款新品，希望在 2025 年复刻

奇迹。

全身心投入三年开店
希望今年能多陪陪孩子

去年是姜微成为店主的第三年，之前她是一名朝九晚五

的上班族。

诸暨大唐街道是国内外闻名的“袜都”。目前当地拥有

各类制袜企业上万家，年产袜子超250亿双——按全球82亿

人口计算，相当于每年给每个地球人做三双袜子。

“我爱人家里是做袜子生意的。”姜微说，结婚后自己才

渐渐了解相关产业，后续在家人的支持下开了店，“我婆婆都

把自己的店关了来帮我。”

做了生意，姜微一年365天不是在铺子里卖货理货，就是

在工厂间奔走。袜业城她开店的那条“弄堂”里，她常常是第

一个来，最后一个走，“现在是积累客户的阶段，忙点累点都

值得。”

三年来，生意一年比一年好，但拼搏的背后也有一丝歉

意，“孩子上二年级了，正是喜欢到处玩的年纪，但我连绍兴

市区都没带娃去过几回，更别说远的地方了。”姜微说。

新年的第一天，姜微给自己放了个假，在家陪伴孩子，

“希望今年可以有机会带孩子多出去走走，好好弥补一下。”

对于2025年，她坚信只要自己不断努力，事业总能有突破，生

活总会变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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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俞刘东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