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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地攤實現了當老闆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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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篇

掃碼睇片

◆石子堆成的道路、帳篷搭起的小小空間，
可吃飯烤肉，受到年輕人的喜愛。

◆素年文化王子瑜給香港遊客推薦最具昆明
特色的文創品：過橋米線和野生菌

雲南昆明（別稱「春城」），一座讓人隨時感受到愜意的城市。白天店夜晚攤的小街、起源於明末清

初的商埠，共同形成了春城地攤夜市「既店亦攤」的特色。藏在鬧市中的地攤夜市，現在已經成了人們

享受「慢生活」的打卡標配地，人們或來杯咖啡、或在茶館裏喝茶發呆，或三五成群、或獨享其中；攤

主店主既做生意，更為情懷。而這裏持續開展的公益活動，更為這座城市的煙火氣增添了溫情。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昆明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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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花鞋奶奶靠地攤改善生活繡花鞋奶奶靠地攤改善生活

◆昆明市南強街巷在地攤
經濟及夜經濟雙重提振
下，由老街變身為備受遊
客喜愛的夜市。每天人流
量能達到3.5萬人次。

◆◆繡花鞋奶奶稱在南繡花鞋奶奶稱在南
強街巷擺地攤強街巷擺地攤，，有了有了
固定場所生意好很固定場所生意好很
多多。。

自創「新社區」賣咖啡也交朋友

老茶新賣吸引年輕客

下午六點的昆明，天開始漸漸暗下來，在火爐旁
的三五好友一邊吃自助燒烤，一邊看正在

直播的世界盃球賽。「有燒烤啤酒的世界盃才完
整。」這裏是位於南強街巷的雲小南，總廚顧雲澤
說，雲小南今年改造升級，主營燒烤和民族菜品，
現在每天得有七八十桌，燒烤顯得整個夜市比較有
煙火氣。
而在另外一邊的露營地，石子堆成的道路、帳篷
搭起的小小空間，可吃飯烤肉、也可喝茶飲酒，受
到年輕人的喜愛。七點剛到，小張和四個朋友來到
這裏，點的菜還沒來，趁機先來一組自拍，「這裏
的環境很適合自拍，分享出去就是那種假裝在度假
的感覺。」小張說，通常他們在這裏一待就會三四
個小時，「挺愜意的」。
位於昆明市中心的南強街巷，起源於明末清初，

是雲南省省級歷史文化街區，這裏曾經是珠寶、玉
器、氈子、木材等集散地，也是昆明最早的商埠聚
集地。2010年開始，經過6年的修繕打造，於2016
年3月正式開街。2019年又在全省率先打造了南強
集市，並先後成為雲南省夜經濟示範街區，雲南省
休閒示範街區，國家級夜經濟文旅商聚集區。

有攤主月營收達30萬
如今，這裏是昆明當地人和遊客都非常喜愛的集

市。除了路邊的商舖，中間設置的集市攤位一期共
有141個，攤位的面積以每個約5平米為主，租金以
營業額扣點的形式繳納，平均下來每個攤位每月費
用約2萬元(人民幣，下同)。今年七月旺季時，攤位
的營業額都大大超出了保底額，經營得好的攤位甚
至超出200%至300%。據了解，7月份有小吃攤主
一個月營業額就達到30萬，而往年有攤主全年營業
額達到300萬元。
負責人趙碧硯介紹，運營3年來，商戶從最初的50

餘家增加到130餘家，業態涵蓋餐飲、民宿、娛樂、
零售、文創、劇場、手作飾品及非遺體驗，每天人流
量達到3.5萬左右，年營業收入達到3億元左右。
隔壁的同仁街，同樣是一條知名的昆明老街，這

裏有地標式的法式建築，街道旁邊是昆明繁華的
商業中心，以及銀行等商廈。這裏就是白天店夜晚
攤的典型代表。同仁街陳永青介紹說，當你走進同
仁街以後，這裏會讓你感受到昆明人慵懶的愜意生
活。100米的小街上，白天能看到的有老牌的服裝
店、咖啡外帶店、茶館、麵包店，一旦到了周末晚
上，一個充滿特色的夜間市集就會出現，有時候這
裏還會舉辦一些主題活動。

打工族樂閒逛 享慢生活
陳永青說，目前周末三天晚上就會有固定的市集

活動，一個小攤位一晚收取80元的攤位費，攤主們
會帶自己的東西過來，有手工品，水果，還有的
攤主帶紅酒，跟這裏的法式建築很配。附近的居
民、還有各地的遊客都喜歡來這裏逛。
在旁邊銀行工作的陳女士，這天下班一個人來同仁

街閒逛，她說平時工作緊張，節奏也快，所以下班了
就喜愛來這裏走走，「只要走進這條小街，整個人的
節奏就會不由自主地慢下來，很放鬆很舒服。」

不賺錢也能起宣傳之效
在這裏逛上一圈會發現，許多攤主並不特別主動

招攬客人，也不怎麼推銷商品。在一個香水攤位
前，年輕的攤主介紹道，「我們是做香水和調香
的，這些都是利用雲南植物等資源調出來的香
水。」她特別推薦了她們家的調香水體驗，一瓶10
毫升收費98元起，每個人都可以調出有自己氣息的
香水。得知記者來採訪，芳香雲南調香室徐毓雅介
紹，這裏現在可能一下子沒有辦法達到他們想要的
那種盈利效果，但是調香室擺在這裏，人來人往的
起到了很多宣傳效果。
同樣地，開在轉角的一家文創產品店，各式各樣的

產品都帶濃濃的昆明城市印記，素年文化聯合創始
人王子瑜說公司的主要業務包括IP運營，文創衍生
品設計、生產，品牌VI設計，品牌包裝設計，景區
線下文創店運營，文創展廳設計等，坦言其實在這裏
並不賺錢，但是他們希望把這些文化傳遞出去。

「我今年70歲了，以前我自己做的
這些手工鞋子、帽子抬到街上到處買，
南強街巷開街以後，他們邀請我來擺
攤，免去了所有的費用。」張學仙在南
強街巷裏的攤位很小，但精緻的手工品
很顯眼，進來逛街的人都會多看兩眼，
大家喜歡親切地把她叫作「繡花鞋奶
奶」。
奶奶說，她從單位下崗以後沒有收

入，就靠自己做手工鞋賣錢維生，沒
有固定的地方也沒有固定的收入。後來
市場的人邀請她來這裏擺攤，隨南強
街巷人氣越來越旺，她也賺到了錢。
「好賣的時候是學生放假的時候，一天
能賣個幾十上百元，有時候能賣兩三百
元，現在攢到點錢，我還能出去玩一
玩。」奶奶開心地說。

疫情無阻公益活動傳播溫暖
另外，公益活動也把這座城市的溫暖
帶到了集市。同仁街正在舉辦 「生活
相館」活動，要記錄下1,001張面孔，

喚醒人與人之間的聯繫。
主辦方介紹，後疫情時代，人與人之
間的交流依賴互聯網的趨勢愈發突出，
老年人與青年人之間的代溝愈發加深，
所有人的交流愈發變得片面淺薄化。所
以打造了這樣的一個活動，從同仁街建
立一個綜合互動的公共區域打造一個相
片長廊，去尋找藏在民生煙火中的溫情
故事，從而加深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不同期間舉辦的公益活動，也吸引了
不少機構組織和人們的參與。今年9月
首屆同仁公益節的活動上，十多家省內
公益機構，使盡渾身解數推廣各自的服
務，涉及事實孤兒、鄉村兒童、孤寡老
人、環境保護和鄉村振興等多個公益議
題。有人分享自己十多年的公益故
事，有人組織創意作畫，有人準備了漂
流瓶，邀請路人為留守鄉村的孩子送上
一段祝福。這種親民、接地氣的形式，
拉近了普通大眾與公益慈善的距離，在
參與中進一步了解「隱身」的弱勢群
體，也為地攤增加了新的亮點與溫度。

同仁街一個拐角處有一家「豆酌咖
啡」，不到10平米的小店出售雲南
的各式咖啡，主理人龔紓介紹到，選
擇在這裏經營，是基於他認為的一個
「新社區」的概念。他認為，不是只
有人固定居住的地方才是社區，「只
要固定人群在一定的區域活動的區
域，比如固定在附近辦公的，就應該
是社區。」他管這叫作「新社區」，
而他們的店能夠為這些社區內的人提
供好喝的咖啡，就能找到發展的機
會。同仁街正好就是這樣的一個地
方，100米的街道緊挨商場、銀
行、寫字樓、住宅，所以他們選擇了
這裏，做了這個比較社區性的咖啡
station。

投資廿萬 三個月就有盈利
「一開始我們投了大概20萬左右，
開業的第二三個月我們就開始有盈利
了。」龔紓說，好的時候一天大概能
賣出一二百杯左右，最近疫情、也是
淡季，一天大概也能賣出50到60杯。
除了這個攤位，他們還經營自己
的咖啡豆和從事行業培訓等，但
坦言最能賺錢的還是賣成品咖
啡，「大概每天賣出四五十杯就
能保本。」
「我們取豆酌咖啡的名字，

是因為昆明話『逗』，就是遇
到的意思 。」龔紓說，「也許
是因為這個名字吧，我們在這個

地方遇到了很多新老朋友。」他說自
己在這裏遇到了一個很久沒見的同
學，同學喜歡唱歌，從那以後，每到
周末或者假期，同學都會到這裏唱
歌。有時候，還會有許多不認識的人
也加入其中，慢慢地大家都成了朋
友，這裏也成了大家相聚的場所。

說起去茶館喝茶，感覺是上了年紀
的人才會喜愛。然而在同仁街的茶館
「上山喝茶」，一眾茶客卻都是年輕
人，用聯合創始人張宇的話說，「把
茶做成年輕人喜歡的樣子，推薦給年
輕人喝」。「上山喝茶」同樣白天晚
上都經營，擺放在路邊大大的遮陽傘
下面的座位很受歡迎，夜晚市集開市
的時候，這裏也是人氣最旺的地方之
一，為此冬天還在戶外添置了取暖設
備。

「在我們這裏喝茶很簡單，不需要
自己會沖泡，也不需要茶藝師來沖
泡，一壺兩杯，兩人面對面坐下，就
能喝得輕鬆愜意。」張宇說，雲南是
全世界茶葉的原產地，而雲南茶過去
可能給人的印象會是，要上一點年紀
才可以喝雲南茶，所以「上山喝茶」
就立志要把好的雲南茶推介給年輕
人。所以全國來旅遊的遊客，來到同
仁街這個法式的老街區的時候，就可
以來喝一杯雲南茶。

人均消費在30至50元
「我們店人均消費大概在30至50

元。去年10月份開業到現在基本上能夠
保持盈利，但是因為這樣的茶館我們投
資會相對重一些，就導致回本周期大概
會在一年半到兩年。目前，這裏所有餐
位接近60個。從經營情況來看，年輕人
還是挺接受茶館的茶，到了旅遊旺季，
還會出現等座情況。」張宇說，希望
更多年輕人能喜愛雲南茶。

◆同仁街是一條具有法式風情的老街。

◆豆酌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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