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月8日星期一
责任编辑郭佳杰 美术编辑翁浩强04-05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青年报：静安团区委为何会

想到推出青年小店计划？

吴佳妮：中国中小商业企业
协会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我国
小店注册数量超过1.3亿户，约占
经营主体总量三分之二，带动就
业近3亿人。2023年一季度，上海
新开的特色小店数量超过3万家，
而小店的店主以青年为主，在环
境多变的时代背景下，需要社会
各界的多方支持。

我们根据区委大兴调查研究
部署要求，将“城市青年小店发展
的问题和对策研究”作为团区委
主要负责人的年度重点课题，致
力于探索通过优化静安后街青年
小店的营商环境，培育、凝聚一批
热心街区治理的小店店主和青年
达人，进而促进街区共治善治的
新模式。

青年报：这一年来，团区委全

面推进“小店计划”有何成果？

吴佳妮：在帮助小店引流，增
加曝光度方面，团区委一方面与
第三方平台达成合作，打造“快赞
静安”活动话题，截至目前，话题
点击量突破6469万，小店转化消
费订单量突破100万。另一方面，
团区委还通过开通官方“小红书”
账号，运用流量支持、社群运维、
引流聚气、数字升级、品牌宣传等
措施，着力为小店增活力。

同时，我们结合静安区安聚
人才——大学生基层挂职实践计
划，与高校合作招募相关专业背
景的大学生参与青年小店暑期挂
职锻炼，在宣传推广、展陈设计、
营销活动、社区微更新等方面，引
领青年参与基层治理，推动街边
青年小店复苏成长。

这一年来，我们为静安打造
“千亿商圈”贡献青春力量，专注
在主街和后街联动发展。通过

“青春助企服务团”支持服务小店
发展，解决创业中碰到的难题，用
进得去门，说得上话，解决的事来
促进青年扎根静安，稳岗就业。

青年报：除了引流难，你觉得

青年小店还有哪些困难吗？针对

这些困难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吴佳妮：在线上线下调研后，
团区委梳理总结出制约小店发展
的若干共性问题，比如客流断崖
式下降，互联网运营技术和能力
有待提升，和居民区之间存在包
括噪音扰民、占道等矛盾。同时，
它们也存在业务转型、跨界合作
等一系列的需求。针对这些问
题，团区委着手打造“青年小店服
务团”，牵头市场监管、城管、税
务、公安、人社、国资委、建管委等
多部门为小店提供组合式服务，
打通小店一站式咨询渠道，加强
政策和法律法规普及。发放线上
调研问卷，深度了解经营情况和
发展愿景，组团为小店成长办实
事。同时推出青年小店联盟或青
年小店人才联谊会，促进店主们

的相互交流和成长。
我觉得现在金融部门对于小

店的征信成本还是相对过高，建
议成立小店专管部门，利用征信
模型探索降低小店的人力成本，
更好地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其
次，我们将增加大学生前置的挂
职锻炼和创业创新方面的培训，
增强他们的社会化能力，为小店
注入更强劲的青春力量。

青年报：新的一年，团区委如

何加大力度扶持青年小店？

吴佳妮：我们一直在思考如
何增加城区的温度，增加城市的
烟火气，让静安成为青年向往的
消费中心。

新的一年，我们将在中国青
年创业基金会支持下，联合短视
频公司推广店播，帮助青年小店
完成达播种草到店播留存的经营
闭环。同时，培养本土短视频创
作者，愿意从事直播行业的青年
可提前了解和实践。以店播为依
托的优质服务，可以探索主街和
后街之间的成交转化、品牌宣推，
促进青年来静安活动消费。

新的一年，有更多部门参与
进来，和共青团一起关注小店和
青年创业。比如静安区商务委就
组织开展了“静安区宝藏店铺新
年City Walk”活动，向消费者推荐
100家静安宝藏店铺，以及6条打
卡路线，邀请市民朋友们在新年
一起City Walk打卡消费，携手打
造具有年轻力、烟火气、时尚潮和
上海味的美好消费体验。

今年，三位九百集团青年以“创
设青年小店——Grow咕噜甜品店”
为题，分享了她们的创业思路。
Grow咕噜甜品店是一家虚拟小店，
接下来在PK商业计划书后，它有可
能落地成为真实的青年小店，有助
于助力国企青年人才的成长。

我们还在探索“小店+青年中
心”阵地资源合伙模式，立足小店
实际和阵地特色向青年开放喝
水、储物、更衣、遛宠、如厕、自习、
停车等功能，精心设计“静安夜间
活力地图”，让青年和小店能够全
时段玩聚成长在一起，以多元化
模式助力小店经济蓬勃发展。

为了了解最真实的青年小店
的生存状态，去年年初，静安团区
委牵头先后召开三场青年小店座
谈会，团区委、益优青年服务中
心、静安寺街道、南京西路街道等
组织人员探访了张园地区、“巨富
长”地区近80家青年小店，了解小
店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除了以团组织的身份明访青
年小店外，张昕还在第三方消费点
评平台上注册了一个美食探店号，
他和同事们骑着电瓶车，在短短一
年时间内探访了80多家小店。他
不断钻研小店在互联网平台上的
推广宣传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也会
和店主分享一些技巧。账号等级
也连升两级，一跃成为7级达人，
为值得“种草”的小店助力。

在实地调研中，一家小水果

店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店
主小李是一位出生于1999年的Z
世代青年，他17岁便踏入社会，
历经厨师、电工、服务员等多个职
业，最终选择接手父亲的水果店。

尽管是初次经营，小李却展
现出了创新精神。他邀请了一
位售卖新疆冰激凌的朋友合作，
将水果、冰激凌和相亲角等多个
元素巧妙结合，吸引顾客。同
时，他还开通了公众号为水果店
宣传。然而，由于房租成本高
昂，小店的运营依然面临着重重
困难。

去年，小李萌生了拓展鲜切
水果业务的想法，但因缺乏相关
许可证而受阻。在得知这一情
况后，张昕积极与市场监管局沟
通，该局高度重视并成立了专项

团队进行调研。此外，张昕还通
过团中央青年创业基金会与百
果园取得联系，后者同意出资帮
助小李改造切配间。遗憾的是，
就在去年9月国家政策即将出台
之际，水果店因经营不善被迫关
闭。

开一家小店或许是许多人心
中的梦想，但现实往往充满挑战。
在过去的一年里，张昕发现不少曾
经交流过的店主在短短数月内就
不得不选择关店止损。“你们店还
开着吗？”他在电话中关切地询
问。“谢谢关心，前两天刚关。”电话
那头是95后女生、三岁菜圃主理
人李杨，她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家
店开业仅数月便匆匆离场，其果蔬
汁加蔬果的售卖模式显然未能适
应市场需求。同样遭遇困境的还

有一家由95后英国海归开设的素
食汉堡店，店主曾在蓝带学习烹
饪。尽管店铺位于一家生意兴隆
的本帮老面馆旁边，但汉堡店的生
意却冷冷清清。短短几个月内，装
修加租金的50多万元投入便化为
乌有。

这些青年小店的失败让张昕
更加清晰自己的使命，“我们无法
拯救每一家小店。当我们发现这
些小店的时候，它们的地段、经营
模式等基本已经定型了，如果无
法适应市场，最终还是会被市场
淘汰。但我们今年想将一些培训
前置，在青年小店开店之初就整
合各种资源，让店主们少走弯
路。没准还可以邀请失败店主们
给新店主们开一个失败创业论
坛。”张昕说。

小店计划开展了近一年，那
些曾经陷入困境或者濒临倒闭的
小店有了哪些起色呢？记者对去
年探访过的两家青年小店进行了
回访。

在静安寺商圈附近的沐白茶
事，记者再次见到了主理人林华
伟。穿过雅致的小院，进入包房，
林华伟正娴熟地为客人沏茶。去
年6月，当记者采访林华伟时，他
周围的茶馆一家接着一家关张，
让这位90后店主倍感焦虑。彼时
的他曾感叹，若生意再无起色，不
知还能坚持多久。

林华伟坦言，引流一直是他
面临的挑战。“我们的主要客群来
自线上，以年轻人为主。要维持
这样的引流，就需要在线上进行
大量投放。”他曾尝试关闭一段时
间的引流通道，结果咨询电话锐
减。后来，随着静安团区委的介
入，不仅将茶馆纳入小店计划，还
邀请林华伟加入新兴领域青年联
谊会，为未来的跨界合作奠定了
基础。

一家位于静安辖区内的重点
企业慕名而来，将企业交友、社交
等活动放在茶馆里，吸引了一群
年轻人在这里品茗、体验香薰。

随着路越走越宽，林华伟对
开店的信心也愈发坚定。2023
年，他在洛阳开设了一家加盟店，
并计划2024年在上海继续拓展。
静安团区委和属地街道合作，特
意为“巨富长”的商家开设了一条
City Walk路线，吸引年轻人在周
末前来打卡，为茶馆带来了更多
潜在消费者。在2023年的最艰难
的日子里，林华伟的茶馆没有倒
下。“对青年小店来说，最缺的就
是宣传。”上个月团中央到店里调
研时，林华伟如是说。

同样受益于小店计划的还有
85后店主、Wheels Bicycle自行车
店创始人戴先生。去年采访时，
他抱怨销售额下滑和门前的违章
停车问题。然而，在静安团区委
的协调下，这些问题得到了有效
解决。施工队迅速将门前的斜坡
改造成了马路牙子，并划分了停
车区域。

时隔半年多，记者再次探访
这家店时，发现店内客流量明显
增加，生意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戴先生感激之余，也成为了青年
志愿者。“共青团如此关注我们小
店的生存问题，我们也应该回馈
社区。”他说道。

一年探了一年探了8080多家店多家店，，愣是刷成了愣是刷成了““VV77达人达人””
———静安团区委和青年小店的故事—静安团区委和青年小店的故事

这个世界上没有“宝大祥”的买卖，对初涉经商一道的年轻人来说尤是如此。在盘下一间小
小的店面后，很多时候，结局并不由你做主——未来，是希望和恐惧的对象——尤其是投入全部
身家开了一家小店，但又不得不直面恐惧的时候。在上海，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小店开业、关张，
伴随着数不清的悲欢离合。

张昕知道，让年轻店主们产生“恐惧”的其实是一些很直观的东西，比如经验、成本、客流……
站在服务青年的角度，这位静安团区委的挂职副书记想跟这种“恐惧”掰掰腕子。在过去一年
里，张昕和同事们骑着电瓶车探访了80多家青年小店。在小店里“泡”得久了，他硬生生把自己
刷成了某第三方消费点评平台的V7达人，亲眼见证了许多小店的沉浮。去年年初，静安团区委
成为由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牵头发起的“青年小店公益支持计划”（以下简称“小店计划”）
全国首批试点区，张昕正是这个计划在静安区的负责人。 本版撰文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通常，张昕会从互联网上搜
集探店线索，然后慕名上门。一
次，他通过一名美食博主的推荐，
得知同乐坊商务楼内隐藏着一家
别具一格的糕点铺，这家店铺的
主理人，是一位从国外深造甜品
技艺归来的青年才俊。

静安团区委在举办青年小店
座谈会时，曾接连发了两次邀请
给这名主理人，但对方都缺席了
会议。

去年某个下午，张昕骑着电
瓶车，按图索骥找到了这家糕点
铺。透明的橱窗后，一块同样透
明的板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甜品
的配料与制作方法。此刻，主理
人正全神贯注地制作着甜品，对
张昕的到来浑然不觉。“哟，你把

秘方都写出来了，不怕别人偷
师？”“不怕，就算知道了配方和做
法，其他人也学不来。”主理人颇
有底气地说。

几句简单的对话让原本有
些内向的主理人逐渐敞开了心
扉。他坦言，自己并非故意缺
席座谈会，实在是因为店铺只
有他一人打理，无法抽身。这
位言语不多的青年，对自己的
手艺却有着极致的追求。这份
执着深深打动了张昕，他在离
开前购买了两个面包，并再次以
探店达人的身份留下了一段洋
洋洒洒的点评。

在静安，小型咖啡店众多，张
昕在过去的一年里，见证了不少
咖啡馆的黯然关张。然而，武定

路加油站对面的一家咖啡店却以
其独特的经营模式让张昕领悟到
了小店的生存智慧。“有时候，小
而美的小店反而更能经受住时间
的考验，活得更加滋润。”张昕分
析道。这家小店之所以能够稳健
经营八年之久，主要得益于低廉
的房租和恰到好处的面积，使得
房租与营收得以平衡。更有一些
咖啡店通过销售咖啡豆、开设课
程、提供培训等方式，将生意做得
风生水起。

对于青年开小店这一现象，
张昕有着自己的见解：“青年开
小店，说易也易，只要他们肯付
出努力、掌握一门手艺，便可以
追逐梦想；说难也难，盲目开店
可能会遭遇重重困难。站在共
青团组织的角度，我们更多的是
默默关注他们，在他们需要帮助
时尽力对接资源。”

在探店过程中，张昕时常会
亮明自己的身份，但小店店主往

往对他的来访持怀疑态度。“共青
团能为我们做什么呢？”面对这样
的疑问，张昕总会将青年报去年6
月刊登的《我为青年办实事｜青
年小店遭遇引流难，如何助小店
重燃烟火气？》一文分享给对方以
打消顾虑。又有许多次在探店
后，他会自掏腰包在店消费，写一
个中肯的好评，为小店们尽一份
绵薄之力。

过去的一年里，张昕最为骄
傲的是与短视频平台合作的“快
赞静安”项目。他介绍道，该项目
的第一阶段是达人探店模式，即
通过达人拍摄探店视频并发布到
短视频平台上，吸引网友购买团
购并到店消费。平台不仅补贴消
费者还补贴视频创作者，从而实
现了多方共赢。而即将启动的第
二阶段店播计划更是让人充满期
待，届时达人将到店进行直播带
货，有望在短时间内帮助店主实
现销量的大幅提升。

对话静安团区委书记吴佳妮：

“助力小店经济蓬勃发展”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倒在黎明前”的小店让他多了点思考

想和“恐惧”掰腕子给了他动力 除了为个体小店排忧解难、
为青年店主提供实际支持外，静
安团区委还积极联合各大平台，
为青年小店注入新活力，推动新
消费的发展。顺着这个思路，“快
赞静安”项目应运而生。

在万航渡路上九百商城的一
楼，记者探访了受益于该项目的
一家烤肉店，负责人杨子江正忙
碌地穿梭于店内。他曾在北京经
营烤肉多年，去年下半年毅然决
然地来到上海重起灶头。然而，
他很快发现两地商业文化的差
异，“上海客人更追求精致，在这
里，我们需要对分解好的肉进行
修形后再出售。”为了保证食材的
新鲜，他几乎每晚都亲自前往江
杨水产批发市场采购，有时甚至
要等到凌晨才能购得所需。此外
杨子江也认识到，在上海，商业推
广的重要性显得尤为重要，“在北
京，我经营的是老店，主要依赖口
碑。但在这里，除了口碑外，还需
要学会如何在网络上有效推广自
己的小店。”他告诉记者。

正当杨子江以为要经历漫长
的艰苦岁月才能回本时，他邂逅
了“快赞静安”项目。加入项目
后，短短三个月内，他的小店便吸
引了大量短视频达人的关注，每

隔两天就有达人到店内进行带货
直播。同时，为了拓展本地生活
领域，该短视频平台也为小店提
供了消费补贴，进一步促进了消
费者与小店的互动。“平均每个
月，我们的客流量达到3500~4000
人次，其中光‘快赞静安’项目就
为我们引流了2000多人次，效果
非常显著。”杨子江欣喜地表示。

同样受益于线上推流的还有
卖葱油饼的店长王永新。一次偶
然的机会，他跟一位颇有影响力
的新媒体人学习了直播技巧。受
到启发的他每天坚持进行2~3个
小时的直播。在团区委和“快赞
静安”达人的指导下，他的直播水
平逐渐提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粉丝关注。如今，他已经拥有7万
多粉丝，生意也有了明显的起色。

“和去年相比，我们的生意好了
很多。”王永新高兴地说。2023年9
月10日，他的餐车正式入驻吴江
路，虽然各种成本随之而来，但生意
的逐渐好转让他看到了希望。“每个
月的餐车租赁费是3.8万元，物业费
千元左右，还有各种食材、水电煤、
租房等成本。从清晨5点忙到晚上
10点，确实非常辛苦。但现在开了
直播后，生意明显有了起色。”对于
未来，王永新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记者回访

差点倒下的小店挺住了

■现场探访

当互联网遇上青年小店

林华伟的小茶馆起死回生。

▲王永新直播做
葱油饼。

“快赞静安”为杨
子江的烤肉店带
来了不少生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