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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帅（左），1999年出生的小伙子，办公室文
员。白天上班，晚上练摊，对他来说生活充实又有乐
趣，关键还能增加收入。袁帅的玩具摊刚摆了一周，
虽说还没赚回本钱，但他对未来满怀期望，“小摊也
能做大，好生活都是自己一手创造出来的。”

68岁的李大爷出来摆摊也差不多一周了，他
说，和老伴退休后，晚上没事就出来遛弯，老伴爱跳
广场舞，他却对舞啊歌啊没啥兴趣。前些日子看新
闻，知道国家要发展“地摊经济”，他觉得自己应该
响应号召，出来摆个摊，不为赚钱，就为给年轻人树
个榜样。“在家除了看电视就是看电视，不如出来活
动活动。希望这个时候相关部门能给大家更多的空
间，一起把市场经济活跃起来。”

今年55岁的董大姐已经在崇阳路和泰城路路口摆摊
将近5年了。说起地摊经济复苏，董大姐抑制不住地高兴，
她从手机上看到过相关的新闻，如果城阳也鼓励摆摊，那她
就不用每天担惊受怕了。董大姐所在的路口原先是个市场，
挨着大北曲的几个社区，平日里集市上也非常热闹，但因为
退路进市，现在在路边摆摊的已经寥寥无几。董大姐住在大
北曲前社区，因为家里有个卧床的婆婆，加上丈夫身体不
好，她没办法和别人一样去新市场，只能在这边坚持着。

□半岛记者 高勇男 张彤 葛梦杰 黄冬梅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城市，要有便利的设施、靓丽的外表、时尚的基因，更要有“柴米油盐酱醋茶”最基础的民民生
考量。重启“地摊经济”，就是对这种考量最基本的尊重。
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背景下，“地摊经济”的归来与存在，有助于提升低收入者就业，处处充盈着人间温暖。从被被

“赶着跑”到“催着上”，实现“地摊经济”的长远发展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考量着一座城市的温度与胸怀。““地摊经
济”的回归之路，才刚刚开始。

孙大哥今年37岁，是黑龙江人，一年前来到城阳打
工。原本想过了年之后找个稳定点的工作，但突如其来
的疫情，让他的计划全部泡汤了。既要交房租，又得日常
开销，活还不好找，眼看着自己的“存粮”不多，孙大哥便
想到了摆摊卖水果维持生计。他的摊位不大，也不固定，
哪里人多他就去哪里。虽然赚得不多，但孙大哥却觉得
有这样一个小摊挺好的，起码有收入。他想着先渡过眼
下的难关，等疫情过去了，再找份工作安定下来。

今年53岁的于大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果民，
她老家在烟台栖霞，种有樱桃、苹果等果树。受疫情
影响今年樱桃销路不好，就在于大姐一筹莫展时，
亲戚介绍她来城阳卖卖试试。就这样，一周前于大
姐来城阳摆起了地摊，家人负责帮着采摘运过来。
让于大姐开心的是，因为价格实惠、果品质量好，生
意比想象中要好，每天大概能卖出70斤到80斤，她
挺知足的。

德阳路和康城路交叉路口，是“面筋哥”摆摊的
常驻点。“面筋哥”姓张，今年28岁，有两个孩子，大
的才上幼儿园。受疫情的影响，公司待遇也大幅度
缩水，3月中旬“面筋哥”辞职了，跟着卖烤面筋的
叔叔学了半个月后，他就马上置办家当自己摆摊
了。“孩子还小处处要花钱，不敢闲下来啊。”每天下
午5点到凌晨2点是“面筋哥”的摆摊时间，收入比
上班多一些，这两个月来他还收获了不少回头客。

这些只是城阳区地摊的寥寥剪影，他们就在我们周围，他们是这座城市最普通的人，从华灯初上到凌晨，他们忙碌的身身影，
也为城市增添了许多的烟火气和生机。


	Y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