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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来临“小摊儿”成“创业香饽饽”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乌海街头巷尾、各大夜市迎
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除了必备的烧烤、炸串、煮
串外，创意手工、网红小吃、手作甜品等一个个颇具特
色“小摊儿”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同时也成为暑期学生
和待业青年眼中的“创业香饽饽”。

与一些大的商业投资相比，小摊位具有投资成本
低、灵活性高、回报周期短等优势，是不少青年待业期
过渡的不二之选。对于暑期学生来说，“练摊儿”也是
一个既可积累社会实践经验，又能赚钱的机会。

今年21岁的王磊是某高校大二的学生，他认为，
暑期工工资低，工作时间也不短，还不如自己摆个“小
摊儿”赚钱自在，便通过网络搜索一些网红小吃，准备
在假期入手摆摊。“手抓饼适合做早餐，我起不来；夜市
里都是咸、辣等重口味的各色小吃，摆一个冷饮摊是不
错的选择，人们在吃得口干舌燥之际，来一杯凉爽的冷
饮正好。”他指着手机中一段果茶视频说：“一辆改装三
轮车、基础厨具与食材，千元级启动资金即可‘开张’”。

打开短视频，精致拉丝的芝士烤榴莲、冒着仙气的
创意冰粉、造型吸睛的热奶宝轮番刷屏，摊位前人潮拥
挤，不少博主表示一晚上能入手千余元甚至更多。诱
人画面让不少待业青年、暑期学生跃跃欲试。可现实，
当真如此吗？

“我原来在夜市摆摊卖碎冰冰，一辆小推车、一台
制冰机，再准备些花生碎、芋圆、珍珠、饼干、跳跳糖等
点缀的小料。当冰沙机制冰时，很多孩子被吸引，他们
还会发出‘哇哦’的惊呼，家长也果断付款。但我发现，
一段时间后，顾客中很少再有熟悉的面孔，且刚开始2
个多小时就能售罄的产品，到后来收摊时还有剩余。”
一位经营者坦言，有顾客表示碎冰冰由机器现场制作，
操作时裸露在室外的空气中，没有一点遮挡和防护，灰
尘、杂质很容易落在上面，吃着不放心。如今，这位经
营者和朋友合伙卖起了烧烤。她说：“烧烤受众面广，
是夏季人们逛夜市必点的小吃，除了羊肉串，猪肉串、
脆骨、鸡翅、油边等产品也很受欢迎。”

在街边销售提拉米苏的甜品烘焙摊主小苏称，提
拉米苏制作需要马斯卡彭芝士、吉利丁、无菌鸡蛋、可
可粉、手指饼干等，其中的主要食材不能隔夜保存，这
就导致产品当天若卖不掉的话只能扔掉。“每天，我要
绞尽脑汁地让顾客知道今天有哪些口味的提拉米苏，
还拍了视频宣传。天气凉快、生意好的时候，能在晚上
十点多收摊。即便如此，每个月的收益也仅能补贴家
用。到了夏天只靠保温箱存放，压根不敢多做，经营成
本肯定上涨。”小苏说，“其实，我是通过短视频报名培
训，前前后后的设备、材料花了近万元，虽不至于赔本，
但也没赚多少钱。”

网红小吃 群众打卡容易复购难

不少曾经营“网红小吃”的摊主表示，想要成功摆
摊赚钱，远比视频中讲述的艰难。许多网红小吃都有
一个共同的问题：颜值大于味道。顾客打卡容易，复购
却很难。

走访中记者看到，夜市中一些小吃，如烧烤、烤面
筋、臭豆腐、酱香饼、小龙虾等小吃摊儿客流不断；一
些像大桶水果茶、绵绵冰、糯米糍等“小吃摊儿”则门
可罗雀。

市民刘先生认为，网红小吃往往在颜值上下足了
功夫，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味道却一般。前几天，他带

孩子逛夜市，一个木质托盘中罗列着七八种口味的糯
米糍，粉色、黄色、绿色等不同颜色的馅料在晶莹剔透
的糯米皮的包裹下显得十分诱人。“挑选了几个喜欢的
颜色，可味道却不尽如人意，粉色的除了淡淡的草莓
味，就剩下齁甜齁甜的口感，远不如外观吸引人，孩子
吃了几口就不吃了。”刘先生无奈地说。

除了味道一言难尽，网红小吃的价格往往也偏
高。市民许丽欣称，前段时间在摊主的大力推荐下购
买了时髦的干噎酸奶，蓝莓、草莓、原味等不同口味分
装在精致的小盒中，想着孩子喜欢酸奶，就每个口味都
买了一盒。“结算的时候才得知，小小的一盒竟需要12
元，当时碍于面子便掏了钱，尝过之后才觉得真不值这
个价钱。”她说，“酸奶竟然能做成这样，简直让人开了
眼。那口感就像在咀嚼一团吸满水却依旧干涩的棉
絮，粗糙且毫无顺滑可言。明明是酸奶，却丝毫没有普
通酸奶那浓郁醇厚的奶香，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寡淡又
奇怪的酸味，像是变质食材混杂的味道。”

市民小赵说：“价格上，夜市里的大桶水果茶15元
起步，如果点外卖，用张优惠券，12元送到家。再说味
道，奶茶店的水果茶在质量上‘吊打’夜市中的水果茶，
且售后有保障。这样一比较，人们的选择毋庸置疑。
可是，那些标榜网红的‘大桶果茶’‘杨枝甘露’‘手打鲜
橙’等茶饮怎么能在摆摊中立住脚、赚到钱呢？”

人们在观看短视频后，消费者为了尝鲜，可能愿意
为网红属性支付一次溢价，但尝鲜过后，过高的价格、
一言难尽的口感，甚至是卫生和制作环境，让人们难以
产生再次购买的欲望。不少受访者表示，网红小吃经

不起品尝和深思。当新鲜感过去，消费者的兴趣就会
迅速转移。相比之下，那些能够长期受到消费者喜爱
的传统小吃，如煎饼果子、热干面、烤冷面、臭豆腐、手
抓饼等，其存在早已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成为人们必选
的小吃。

“小摊儿”入局 选品选位是成功关键

“小吃摊儿”看似门槛低、来钱快，实则暗藏风险。
从前期高昂的设备、原料成本，到经营时激烈的同质化
竞争，再到不可控的天气、政策变动等因素，都可能影
响收益。加之食品安全监管日益严格，一旦出现卫生
问题，不仅面临处罚，更可能失去客源。因此，如摆摊
投资，需充分调研市场、精准定位品类、把控成本，并作
好长期规划，切不可盲目跟风，避免血本无归。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蛋糕店经营者称，那些“小摊
儿”前人们每天都是乌泱泱排队等待的视频内容不可
信，这些不是靠卖产品赚钱，而是靠卖课、卖橱窗里的
工具和看视频中的小广告赚钱。“即便是我们这样有冷
柜、有固定客源的门店，每天也不敢做得太多。”她认
为，提拉米苏成本高、损耗高，并不适合摆摊儿。

同时，网络“爆火”的舒芙蕾、麻糍、干噎酸奶、保温
桶糖水等产品，看似颜色鲜亮，特别受欢迎，其背后却
隐藏着不少“坑”。如舒芙蕾，它有着设备成本高、材料
成本高、出餐慢、复购率差的缺点；麻糍则受众面小，复
购率差；干噎酸奶有着制作设备贵、制作时间长、产品
口感差、复购率低等缺点。

摆摊能赚钱，但想要摆摊的市民一定不要冲动，一
定要作好前期的调查、选品等准备工作。有着三年摆
摊经验的王明告诉记者，他在依林夜市附近、温馨小区
门口、狂欢鸭等处都摆过摊，最终将目标瞄准了路口边
的人行道，能从下午5点多，摆到晚上11点许。其实，
摆摊成功的关键就两点：第一是选址，第二是选品。这
两步做对了，失败的概率会很小。“想要摆摊，千万不要
花大几千元去学技术，也不要花万余元去买全新的摆
摊车。”王明说，“摆摊卖的小吃其实根本不会有什么复
杂的技术，可以从网上找教学视频，自己买材料跟着
做，多尝试几次，找到自己心仪的、大众喜欢的味道就
能摆摊了。小一些的摊位，买个露营车、几个折叠桌，
几百元就能搞定。这样小成本的投入，即便失败了也
不会亏本。适合新手来练手，在摆摊的过程中，还可以
观察了解同行是怎么做的，哪些品类更适合大众。”

“小吃摊儿”升腾的烟火气承载着无数人的创业梦
想与味蕾期待，创业者们不妨在追逐热潮前，冷静审
视、谨慎入局，多作调研、理性规划，以品质为根基，让

“小吃摊儿”成为可持续的“夏日财富”。而网红小吃要
想走得更远，不能仅仅依靠颜值和营销，更要在味道、
价格、卫生等方面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抓住消费
者的心。

随着夜幕降临、暑气渐消，夜市里的美食、醇酒、歌
声、游乐设施、服装、鞋帽、饰品等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
的需求，也等着爱创业的你来加入。烹炒的火苗、蒸腾
的热气、诱人的香味、喧嚣的叫卖……在街头巷尾遍地
开花，奏响了乌海夏夜最动听的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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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霓虹灯亮起，街头巷尾的“小

吃摊儿”次第登场，蒸腾的热气与此起彼伏的

吆喝声，勾勒出城市最鲜活的烟火图景。“小

吃摊儿”以其低成本、高灵活的特性，不仅成

为待业青年、暑期学生的创业首选，更在消费

市场掀起热潮。

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些人却将牟利的目

标瞄准“小吃摊儿”的创业人群。他们在网络

上制造“网红小吃火爆”“网红小吃日进斗金”

的话题和视频，这看似诱人的“财富密码”，实

则暗藏重重陷阱，不少待业青年、暑期学生受

此影响，盲目选择“小摊儿”经营品类并进行

创业，不仅有可能造成经济损失、承担创业失

败的风险，还会为食品安全埋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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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
心。对于城市的夏夜来说，
繁星般散落在街角、广场的

“小吃摊儿”就像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不仅丰富了市民的
夜间生活，为众多自主创业
者 铺 就 了 低 门 槛 的 逐 梦 之
路，也在繁荣夏日经济的同
时，于市井烟火中勾勒出城
市的温情与活力。

近些年来，一些“网红小
吃”在夜市中迅速崛起，为

“摆摊经济”提供更多选择的
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令人
担忧的问题。

从流量造假，营造生意
火爆假象，到抛出“暴利”话
术，吸引学员上钩，再到线下

“洗脑”教学，强化赚钱信念，
最后捆绑销售原料，实现长
期 收 割 …… 一 些 看 似 门 槛
低、易操作的网红小吃背后
居然隐藏着精心设计的“割
韭菜”套路。在这些套路的
影响下，很多年轻创业者怀
揣梦想投身其中，却在残酷
的现实面前血本无归，缴纳
了不菲的学费，学到的却是
毫无价值的“秘籍”，最终只
能无奈放弃。这些被“割韭
菜”的创业者，不仅经济上遭
受了损失，更重要的是创业
热情也被严重打击。

除 了 创 业 者 被“ 割 韭
菜”，消费者也很容易受到伤
害。一些网红小吃创业者为
了追求短期利益，不惜忽视
品质和食品安全，使用劣质
原料，简化制作工艺，导致小
吃的品质严重下降，甚至对
消费者的健康构成威胁，让
消费者对夜市“小吃摊儿”的
安全性产生了深深的担忧。
这些“问题小吃”不仅损害了
消费者的利益，也严重影响
了夜市经济的整体形象，让
原本充满活力的夜市经济蒙
上了一层阴影。

网红小吃的“割韭菜”套
路和食品安全问题，也给夜
市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一方面，它破坏了市场的公
平竞争环境，让那些真正用
心经营、注重品质摆摊的人
难以生存。这些摊主投入了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心制
作每一份小吃，却因为部分
网红小吃的畸形流量冲击而
无法获得应有的回报；另一方面，它也削弱了消费者
对夜市经济的信任，让人们对夜市中的小吃望而却
步。长此以往，夜市经济将失去其原有的活力和吸
引力。

我们须知，在当前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很大的
情况下，夜市“练摊儿”仍然是许多创业者逐梦的起
点，良好的夜市经济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能激
发消费新图景，甚至带动周边经济共同繁荣，曾有数
据显示，“小吃摊儿”区域形成规模后，周边商铺的夜
间营业额平均提升30%。

夜市经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多方共
同努力。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网红小吃的监管力度，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标准和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割韭
菜”行为和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对于那些存在问题
的“小吃摊儿”，要依法予以取缔，并追究相关责任人
的法律责任。

同时，也要加强对创业者的教育和引导，提高他
们的风险意识和辨别能力。创业者自身也要树立正
确的经营理念，摒弃“一夜暴富”的心态，注重产品品
质和食品安全。尤其是对于熟谙互联网的年轻创业
者来说，虽然更有开创精神，但也更容易被流量所“收
割”，那些深谙年轻人心理状态的“流量操盘手”往往
通过虚构美好蓝图“请君入瓮”，等到年轻创业者发现
时已被当成“韭菜”收割，还要怪自己不够努力。

要明白，只有通过诚信经营和不断创新，才能赢
得消费者的信任和市场的认可。在选择创业项目
时，要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和分析，了解市场需求和
竞争情况，避免盲目跟风。社会支持年轻人参与到
各行各业中去，但也尊重各行各业的劳动人民在长
期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所谓“隔行如隔山”，互
联网可以吹捧出一个又一个的“暴富神话”，但年轻
创业者们还是要基于自己的实际出发，谨慎入行，谨
慎投资。

当然，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也应该增强自我
保护意识，理性消费。在选择小吃时，要关注食品的
品质和安全，不要被网红小吃的虚假宣传所迷惑。
同时要积极参与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举
报，共同维护夜市经济的良好秩序。

摆摊经济作为夜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
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动
力。我们期待监管部门、创业者和消费者能够携手
共进，共同解决这些问题，让一切回归本质，让夜市
经 济 重 新 焕 发 出 勃 勃 生
机。只有这样，消费者才
能在夜市中品尝到真正美
味、安全的小吃，感受到夜
市经济的独特魅力；创业
者也能真正从“练摊儿”实
践中寻找到就业机会，成
就自己的一番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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