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式摆摊,年轻人的致富捷径？

摆的是佳境
摊的是困境

广告

摆摊攻略五花八门

在抖音搜索“摆摊”，话题播放量达479
亿次；在小红书上搜索“摆摊”，推出一堆热
点话题“摆摊卖什么美食”“摆摊需要什么工
具”“摆摊创业小吃推荐”；而在豆瓣，诸如

“地摊货源评测”“十年地摊大神经验分享”
的各类帖子更是被摆摊爱好者疯狂浏览。

卖什么，在哪卖，这些放在以前只能自
己琢磨的经商难题，如今在互联网上有着
五花八门的答案。摆摊教程、原材料如何
采购、成本如何降低、在哪摆更合适、摆摊
成果如何，诸如此类的分享帖应有尽有。
网友“黄腿肠”分享的摆摊卖烤肠要点就在
朋友圈里广为流传，“黄腿肠”从不同品牌
的烤肠要用什么火力烤，到烤肠的调料需
要准备多少种，再到摆摊工具的清单和购
买渠道，他都一一列出，甚至在选址和售价
上都给出了建议，可以说事无巨细地分享
了自己的摆摊经验。

除了“清单式”的攻略，网友们更多的
是分享自己的摆摊经验。社交网站上一条
摆摊卖提拉米苏的视频仅点赞量就超266
万，评论区最火的问题是“提拉米苏做法教
程摆摊”。昆明网友“摊里摊外”在视频中
分享了他的摆摊经验，他认为摆摊要根据
周边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来调整售卖的商
品和价格；在摆摊的时候还要主动展示和
介绍自己商品，进而吸引顾客的注意力；他
还提到摊位的设置一定要有创意，才能在
众多的摊位中脱颖而出。

记者在某社交平台上以“摆摊”为关键
词进行搜索，发现不少网友还分享了自己摆
摊的收入，有摆摊8小时收入3500元的，有
摆摊3天收入500元的，也有摆摊一个月挣
2万元的……当然也有网友摆摊半个月依旧
没有回本，网友“UU”摆摊投入了2100多
元，摆摊18天收入不到800元，最后放弃摆
摊，把摆摊设备卖了，依旧亏损600多元。

提高调性更加多元

不管是摆摊的人还是摊上的产品都越来
越年轻化了，这些年轻人提高了摆摊的调性，
尤其是网红夜市，摆摊的00后越来越多。

年轻人正在用不同经营理念颠覆传统
的摆摊。年轻人摆摊时，从餐车到餐品再
到打包袋，都经过精心设计。例如，因为食
物讲求色香味俱全，餐车的灯光一定要用
暖色，并寻找最佳的打光角度，吆喝的段子
也充满了设计感，引人入胜……年轻人把
氛围感拉满了，改变了人们以前对摆摊的
认知，提高了档次。

这两年，乐乐辗转于北京各大商圈以
及各个市集，她对摆摊的观念也有了很大
转变。从前，她觉得，一些缺乏生计手段的
人才去摆摊，挣得很少；实质上，他们可能
比上班的年轻人挣得多。尤其是那些在大
集上摆摊的“老江湖”，他们更懂营销。

摆摊卖咖啡对苏成功来说，是游玩之
余顺手做的一件事，他说摆摊其实是个“良
心活”，首先要用好原材料，把品质保证
好。据他介绍，他使用的咖啡机和磨豆机
设备超过8万元，一杯咖啡的豆子成本是8

元。因在酒店管理行业摸爬滚打多年，他
可以把一杯咖啡的成本做到0.3元，但他不
能那样做，“味道就不一样了。”

背后辛苦只有自知

摆摊背后的辛苦只有自己知道。在某
集市，晚上10点，游人都离去后，摆摊人的
收拾工作才刚刚开始。有人需要收拾1个
小时，回家路上还要1个小时，还要为第二
天出摊做准备……

小尹是记者在昆明吾悦广场附近走访
时注意到的。“上学的时候，我们买洋芋丝
鸡蛋粑粑做早餐。工作以后就很难买到，
但是又特别想吃，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在家
做。”小尹说。自己在家试做成功后，她还
邀请朋友来试吃，朋友当时评价很高。在
朋友鼓励下，小尹顺利迈出了摆摊第一步。

小尹卖的洋芋丝鸡蛋粑粑价格不算
贵，便宜的6元，最贵的12元。“工作日我一

般就准备二三十份，卖完就收摊，刨去成本
一天能挣50元左右。”小尹说。

小尹坦言，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信心，
所以一心只想着能回本就行，所以价格也
不贵，“但是从备货到出摊，需要花费很多
精力，所以最近一直在纠结要不要涨价，但
又担心影响到客流，更赚不到钱。”

记者在昆明街头走访中发现，有的年轻
人把摆摊从兼职变成了全职，阿阮就是其中
一个。“生活自由，时间规律。”这是阿阮选择
全职摆摊的重要原因。“我现在每天早上9点
起床备料，上午11点出摊，到下午1点收摊然
后去健身，下午4点又回来开到晚上10点。”
阿阮分享了他全职摆摊后的生活作息。“我计
算过，当每天的营业额稳定在500元左右的
时候，摆摊可以养活自己，所以我就在营业额
达标后，辞去工作开始全职摆摊。”

对于网红辣条摊主沐心来说，这3年来的
艰辛，回忆起来历历在目：“虽然每次出摊都带
椅子，但我基本不坐，还要不停地吆喝。”

看起来和高大上不搭边的摆摊，正成为一些年轻人的
“新宠”。白天，他们西装革履，出入各大写字楼，在咖啡厅里
谈论着大订单；到了傍晚，有人踩着小高跟，融入人挤人的夜
市中，他们的吆喝声混入这条小街，此起彼伏。从小处来看，
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创业方式，连带着生存，也连带着一种
更自由的生活状态。从大的方面看，其对就业与消费的拉
动，都凸显着小摊位背后的大能量。

年轻人为何热衷花式摆摊，是不是一条摆脱焦虑捷径？
多位从业人士表示，年轻人不要盲目跟风，摆摊不是买彩票，
不要想着一蹴而就。

对于大多数年轻人而言，摆摊主要还
是为了“搞钱”。摆摊是一种最低成本的创
业模式，这种方式对一些资源相对较少但
想干事的年轻人尤其友好。

在廊坊市大柳树夜市因为“卖娃”而大
火的网红青蛙摊位，摊主是一位名为“北漂
蛙”的青蛙人偶，除了“卖娃”，摊位上还有
玩偶、帽子、钥匙扣和小摆件等各种青蛙元
素的物件。

蛙服里面是一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创业
者，3个月前，创业失败后，他选择成为青
蛙人偶中的一员，“那时候青蛙人偶还没有
大火，选择穿上蛙服，只是为了不让熟悉的
亲戚朋友看到我的窘境。”

同样因为创业失败而摆起地摊的还有
沐心。沐心曾是一名教育行业创业者，师
范专业毕业后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教育机
构，做中小学生的学科辅导。但2年后，

“双减”落地，沐心的辅导机构随之关了门，
自己也背上了十多万元的债。创业失败
后，沐心很快找到了一份教育相关的工作，
但工资只够自己吃喝，为了尽快赚钱还债，
她迫切想找到赚钱的副业。她直言：“靠摆
摊致富可能不现实，但只要肯吃苦，赚钱还
是不成问题的。”

纵深

靠摆摊致富不现实

摆摊不是买彩票，不要想着一蹴而
就。年轻人不要盲目跟风，哪怕只是投资
一两千元，也要谨慎，不能是“你光看见我
吃肉，没看见我挨打”。一旦决定去摆摊，
要有强大的内心，能放下面子，走出去，干
起来。

走访中，记者发现像小尹和阿阮这样
有稳定客源和收入的摊主并不多，一些摊
主只能“保证不亏钱，甚至少亏钱”。打开
社交平台，以“摆摊”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有
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摆摊成功的经验，看
得令人蠢蠢欲动，想要推起小车就开始摆
摊。但同样也有很多“摆摊劝退”的分享，
不得不让人冷静下来，认真思考摆摊的可
行性。

网友“蚝久不见”在某社交平台上分
享了他的摆摊经验，他说，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心里都很激动，所以干劲十足，但在
摆摊一个月后，就会因为摆摊的自由性而
变得懒散，导致最后出现“三天打鱼两天
晒网”的现象。

从网友的分享中不难看出，摆摊存在
找到好位置难、无法预估客流量、商品竞争
力低、摆摊位置不合法等问题，更有可能面
临这类法律风险，比如食品安全、三无产品
等。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也有不少摊主坦
言，“入局须谨慎，不是摆摊就能挣钱。”

综合中青报、开屏新闻、燃次元等

提醒

年轻人别盲目跟风

摆摊者的移动鲜花车摆摊者的移动鲜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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