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这个口罩不渗水，我给你试试”，说着，邱
大姐抽出一个口罩，打开矿泉水瓶开始往上面浇
水，水没有从口罩中渗出来，而是沿着口罩外沿
滑到地上。

自从摆摊卖口罩的这半个月以来，邱大姐对
测试口罩是否防水这个动作操作得十分熟练。“前
些日子生意不错，有的时候一天能卖出1000个”。

昨天一早，邱大姐来到铁西区南六路一家农
贸市场门口，和妹妹一起摆起了小摊。摊位十分
迷你，只有一张小桌子那么大，贴地横着摆放了
十包口罩，标价5元一包，一包里面有10个口罩。

邱大姐以前是做展销生意的，经常在商场
里包下一块场地卖服装，然而在疫情期间，商场
客流骤减，再做这种展销生意基本就是赔钱，因
为半个月的摊位费就要七八千元。

现在，邱大姐找了一份在饭店当服务员的
工作，白天9时30分上班，闲不住的她发现摆地
摊是个不错的商机，在时间上也不和工作冲
突。于是她进了一些口罩，开始在地摊上兜售，

“开业”半个多月，每天能赚 50 元到 100 元，“赚
出个生活费应该是没有问题”。

“我以前经常去十二路那边的早市摆摊，今
天没有过去，就在这里卖一卖，我进的口罩基本
都卖得差不多了，过一阵儿我寻思进一些女士
夏装卖一卖”，邱大姐说起自己的“生意经”——

“干早市，就得什么应季卖什么”。
随后，记者赶往邱大姐口中“十分火爆”的

十二路早市，也就是沿着铁西区启工街从南十
路到南十二路的一段开放早市，摊位基本都摆
在人行道上。这里人头攒动，十分热闹。

一位姓张的大爷说：“早市热闹，不买也愿
意逛逛，但逛了又不可能啥也不买。”另一位姓
宋的阿姨说：“早市的菜价比超市和农贸市场里
的都便宜不少，而且有些水果是刚从地里拉过
来的，既便宜还新鲜。”

一个买主问摊主：“在这摆摊收费不？”摊主
回答：“不收啊。”买主听了一乐：“那明天我也来
摆。”一旁一个卖“多肉”的大姨接过话茬：“那你
得早点来，我今天早晨4时30分就到了，才占着
这么一个位置，昨天5时来的，差点没摆上。”

辽沈晚报记者 张阿春

摆地摊卖口罩 最多一天卖1000个
时间：昨日早7时10分
地点：铁西区南六路、启工街早市

家住沈阳和平区中山路附
近的赵大娘每天早起在家附近
的公园健身后，都会去趟“八一
早市”，逛早市已成了赵大娘和
周围邻居们的一种习惯。

“八一早市”是沈城最早的
马路市场之一，这里不仅满足
居民日常生活所需，还承载着
不少沈阳人的美好记忆。

很多家住附近的居民，都
喜欢经常逛逛“八一早市”，退
休多年的李女士昨天推着小推
车买了黄瓜、西红柿、鸡蛋和花
椒面。“我天天早上都来早市，
都习惯了，不来总像缺点啥，离
家近，早市买菜新鲜又便宜。”李女士说，因为每
天来早市，自己平时会少买些，第二天再来买新
鲜的，到了周末子女回来团聚时，她会多买几
样。“女儿前年想在南边给我和老伴换新房，我
没同意，在这边住惯了，邻居都熟，还有这个早
市方便。”

陈海蛟和李颖是“八一早市”的老商户，夫妻
两人冬天早市卖干果，夏天卖水果。近期，陈海
蛟集中卖圣女果小柿子。昨日上午8时许，临近

“下行”，货车上塑料箱几乎全空了，小柿子5元钱
三斤的价格，很受欢迎。“这一早上差不多卖出一
千多斤，这几天几乎天天都能卖这些斤，”陈海蛟
说，“管理挺正规，商户都挺和气，客流量大，我们
几年前也看过其他地方，后来定的这里。”

和平区八一早市市场主办方负责人张冬成介
绍，“八一早市”摊位有147户，带动就业约500多人。

“小白菜，无公害，自家地的，便宜卖！”家住
和平区长白地区的菜农张玉新昨早卖出500多斤
蔬菜，因为自家的地，自己种的小白菜、油菜、菠菜
……在“八一早市”有不少老主顾来买他的菜。

张玉新表示，在“八一早市”五六年的时间，
天暖和来早市出摊，一个夏天收入约有 5 万多
元，每天“下行”后回家到地里继续干活。

沈阳市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八经市场监
管所所长王栋梁介绍，在“八一早市”，每个食品
摊位都悬挂了食品摊贩登记备案卡和健康证。
定期安排商户体检，保证百姓菜篮子同时也保
证食品安全。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傍晚的万柳塘夜市逐
渐热闹起来，卖苞米的、卖
烤串的、卖衣服的……随着
夜色渐浓，前来“逛夜市”的
市民也逐渐增多。一位锡
纸花甲粉摊位前坐着几位
顾客，摊主的几个小炉子上
同时加工着好几份花甲粉，
忙得热火朝天。

摊主今年50多岁，手法
娴熟，只要在摊位前短暂驻
足的人，她都热情招呼，“老
妹儿吃点儿不？今天小海鲜
可新鲜了，给你多加点料。”

看得出摊主是个极勤快的人，她说此前就
一直在这个夜市出摊，每天下午4时过来摆摊，
晚上 9时左右回去，每年的夏季是生意最好的
时候，“今年情况特殊，前段时间没来，生意受
了不少影响。今天是第三天出摊，第一天客人
不多，每天只能卖二十多份，去掉成本能赚个
两百多块钱。这两天顾客逐渐多起来，每天能
卖出去 30份以上了，去掉成本，利润能有三四
百元了……”她说，虽然今年情况特殊，但她坚
持注重食品卫生，肯吃苦，勤快点儿，踏踏实实
提高餐品的质量，相信回头客都会多起来，日

子能够越过越好！
有顾客说，眼下天气越来越热，下班后

去附近公园溜达一会儿，顺便来点小吃也算
是一种放松，“我比较喜欢夜市，相比大商
场，小摊上的商品经济实惠。晚上消食出来
走走逛逛，买点家用的小物件和水果什么
的，挺好。”

晚6时许，夜市更加热闹，前来的市民越来
越多，锡纸花甲粉的摊主认真地做着每一碗花
甲粉，微信收款的提示音不停响起。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花甲粉出摊第三天 挣近400元
时间：6月3日晚6时40分
地点：万柳塘夜市

6月3日晚9时许，兴顺
夜市里灯火通明，伴随着热
情的叫卖声，川流的人群，虽
然这里并不冷清，但受疫情
影响，与往年相比，这里的

“热闹度”还是降低了一些。
目前，兴顺夜市从每日的下
午4时开始营业，一直持续
到晚间11时，在周六、周日
则营业延长至晚11时30分。

李大姐在兴顺夜市专
门 制 作 销 售 台 湾 小 吃 多
年，她告诉记者，对于今年
的生意自己感觉压力非常大。“今年我们四月
份开始营业，这两个多月的销售情况来看，销
售额下降很多，我和别的商户也交流了，无论
是夜市里的大小商户，都面临着顾客减少销售
额下降的情况。”李大姐说，这段时间让她对自
己的这个小买卖有了一些思考的时间，并且新
闻上提到的地摊经济，她也开始关注。

“我觉得我应该利用现在这段顾客较少的
时间，去做好自己的产品，提升品质，多积攒回

头客。现在有顾客光顾我的摊位，我都会和顾
客聊聊天，问一下我做的小吃还有什么需要改
进的地方。同时，因为今年的特殊情况，李大
姐也有了一些新的尝试，“比如夜市还推出了
网上下单、跑腿送餐的业务，我也尝试给网上
市民提供了服务，不用来夜市现场就可以吃到
我做的美食。还有团购、电子优惠券等活动，
吸引顾客。”李大姐说，最近这段时间，顾客有
少量增加，“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吧。”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过渡期提高食品品质 积攒回头客
时间：6月3日晚9时
地点：兴顺夜市

商户一早上卖1000多斤小柿子
时间：昨日早7时40分
地点：和平区八一早市

兴顺夜市商户正在摊位前忙着。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摄

万柳塘夜市，摊主正在给顾客煮花甲粉。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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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彩塔夜市一角。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八一早市，有商户一早上卖出一千多斤小柿子。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摄

小柿子花甲粉 早市夜市“玩转”路边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