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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近些年，一些门店面积不大、
环境舒适讲究、瞄准年轻消费群的

“网红店”，在我市大街小巷不断涌
现。与传统餐饮店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这些“小而精”的店面不仅赚足
了人气和流量，还成为引领消费潮
流的“风向标”。

“网红店”经营火爆，持续走
红，人们不禁要问，这些被消费者
热捧的门店，到底有什么独到之
处？它们带来新气息之余，能否给
当下大众餐饮转型带来启示？日
前，就这些问题，记者深入城区大
街小巷进行调查走访。

“网红店”里人气高

幽黄的灯光、仿古的装修、做
旧的陈设……3 月 13 日晚，走进

“躲”在人民路48号电商文化园内
的一家酒店，一股古典气息扑面而
来，仿佛让人穿越到了过去。近两
千平方米的店内人头攒动，顾客们
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品美食、拍
照片，十分惬意。

此时，两名服务员抬着一顶红
花轿走进一间包厢，花轿内藏着的
是这家店的招牌美食——徐州小
炒鸡。服务员放下花轿后，按照徐
州的方式，一人吆喝菜名，一人敲
锣，在场顾客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记录这十分具有仪式感的一幕。

一家位于安庆七街的咖啡馆
走的则是浓浓的西式装修风格。3
月14日，记者在这家咖啡馆看到，
多彩的霓虹灯箱，豪华的欧式桌
椅，加以复古的油画、烛台、绿植作
装饰，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打
卡”。馆内一条装饰奢华的长廊两
侧，分布着包厢和卡座；在一面元
素丰富的装饰墙边，两名打扮时
髦的年轻女子倚靠着玩起了自
拍。这里虽是咖啡馆，但还提供中
餐、西餐、茶饮、棋牌等多种“混
搭”与“跨界”服务。

当日下午，记者来到新河路康
熙河景观带，远处飘来一曲舒缓音
乐，寻着乐声，发现河畔边“隐藏”
着一座独栋小楼，小楼顶部的招牌
上写着店铺名字，原来是一间清
吧。所谓清吧，即酒吧的一种，但是
以轻音乐为主，没有酒吧那般热
闹。进入清吧后，门口处，约有10平
方米的空间，被用油画、绿植、书籍
等装饰物搭出一片“风景”。清吧
内，十余张矮桌椅依次整齐有序地
摆开。清吧里侧，是一个约30平方
米的露台，站在露台上，清风徐徐，
康熙河景观带美景一览无余，是一
个很好的“打卡”位置。清吧内提供
西餐、酒水、果茶等餐饮；夜间，清
吧还会为顾客提供自助烧烤服务，

并请来乐队现场演奏歌唱。清吧负
责人介绍，这里常常“嗨”到凌晨一
两点钟，十分热闹。

记者随后还走访了倒扒狮历
史文化街区、吾悦广场、人民路、
北正街等地，发现类似这样的店
在我市还有不少。它们风格不一，
各有特色，但人气都很高。从网友
点评来看，绝大多数消费者都是
冲着独特的环境和服务去的，大
家提到最多的词是“网红店”“拍
照好看”“环境好”。

好吃更要好看好玩

近年来，不少市民感受到身边
越来越多的餐厅、咖啡厅摇身一
变，成了“网红店”。

“‘打卡’成功！”3月 16日晚，
吾悦广场一家网红奶茶店内，“95”
后徐颖对着一杯刚刚做好的奶茶
左拍右拍。从外观看，奶茶分上中
下三层，每层用料和颜色各不相
同，再加上杯口的小装饰物，确实
好看，讨人喜欢。徐颖发了条朋友
圈，附上奶茶和店内环境实拍照
片。“奶茶也能做得这么好看，好喝
吗？”“这 地 方 在 哪？下 次 我 也
去”……不一会，她的朋友圈下方
出现多条好友评论。

徐颖是一名“网红店”打卡达
人，城区很多特色小店她都去过并
拍照留念。“对我来说，除了味道好

外，更看重产品的颜值和店里的环
境。”徐颖说，相比市面上传统餐饮
店，有些特色小店“藏”于居民区、
小街小巷，往往能给人带来不一样
的体验，让人仿佛来到了一片新的
天地。“在我不遗余力地宣传下，身
边很多朋友也都成了这些‘网红
店’的常客。”

这家奶茶店店长王丽琴介
绍，工作日店内每天客流量在
600 人左右，周末能达到 800 多
人，“店面是根据总部要求统一设
计装修的，精致简约的风格确实
吸引了不少顾客。”

当日晚上，同样在吾悦广场，4
楼一家油炸店门前排起了长队。虽
然店面不到30平方米，但装饰墙
上巨幅的漫画、夸张的字体、以及
亮黄色的背景格外夺人眼球。“我
是经朋友推荐过来的。”现场，顾客
余娜娜说，她很喜欢这家店的装修
风格，很适合拍照打卡，“另外，巴
沙鱼、鸡爪、排骨等特色炸串也较
为少见，想来尝尝鲜。”

“无论是装修、食材还是口味，
我们都尽力做好并做到与众不
同。”这家店的店主严丽丽介绍，很
多顾客都会在朋友圈中帮她宣传，
渐渐地，这家油炸店也就成了“网
红店”。“我们今年一月份开张以来
生意一直不错，目前每天客流量接
近100人，今年有再开一家分店的
打算。”严丽丽说。

“当今的餐饮店不仅要喂饱肚
子，还要努力喂饱眼睛。”严丽丽
认为，在这网络媒体逐渐发达的
年代，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进
行社交，而朋友圈则成为这虚拟
世界最真实的“名片”。这时，人们
选择一家店的理由除了食物美
味、环境舒适外，“拍照好看”也成
为一个重要原因。

“和过去比，现在的年轻人更
注重好吃、好玩、可分享，正是这个
原因，一些具有特色的门店才能吸
引好奇的顾客前来‘签到’，因而逐
渐走红。”48号电商文化园一家酒店
负责人叶伊尹说，除了“好吃、好玩、
可分享”的标签外，“网红店”的共性
就是力图走出行业的传统模式，迎
合当下年轻人标榜个性的心理。

一家大型广场企划部负责人
张荣兵说，除了顾客自身消费外，

“网红店”能促使顾客通过朋友圈、
微博等网络社交媒体进行“二次传
播”，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另外，
很多‘网红店’也深谙宣传之道，和
传统餐饮机构的经营模式相比，

‘网红店’有噱头、有特色，而且擅
长借助网络传播的力量来吸引顾
客，进而打造品牌。”

有品质才能留住人气

一个一百平方米的餐厅装修
费用最少要近10万元。一家店铺负

责人郎璟琨说，很多网红店开在
热门商圈，算上店面租金成本，如
果还要拿出一部分面积用于拍照
区域，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但
很多人愿意这么做，说明是可以
带来效益的。”

而对于“网红店”这种模式，也
有市民表达了不同看法。家住文苑
世家小区的江海涛说，一些商家通
过网络营销，采取多种方式，增加
品牌知名度，吸引消费流量。“乍一
看确实吸引眼球，但实际上，其产
品质量并不高，与精致的环境不匹
配，有的价格偏高物非所值。”

“虽然‘网红店’适合打卡拍
照，但很多店叽叽喳喳嘈杂的环
境，并不适合让人长时间坐下来。”
家住顺和花园小区的郭曼丽说，前
不久她和男友到人民路一家网红
中餐厅用餐，本以为餐厅环境安静
浪漫，“可没想到人来人往的，很嘈
杂，让人没有再去一次的欲望。”

对此，安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副教授张时玲认为，“网红
店”的特色风格是一种营销模式的
变化，即从以前“卖产品”到现在

“卖服务”“卖体验”。如今，互联网
对传统行业的冲击基本上是全方
位的，但很多服务是需要现场体验
才能充分实现。这种营销模式的变
化，体现了消费的变化带来的服务
调整和创新。另一方面，这种餐饮
业务与照相业务的跨界也体现出
产业融合的趋势，为传统的主营业
务创造了新的价值，相信未来还会
有更多其他元素融入其中。

张时玲认为，不可否认，网红
经济本身蕴藏巨大潜力，其发展、
成熟必然会带动社会消费和经济
发展。但我们也应理性认识到，光
靠颜值、营销和排队“三板斧”，只
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引起一时关
注，“网红店”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站稳脚跟，店面要想长期“红”
下去，还需回归经营的本质。首先，
商家要提供优良产品和好的服务，
让消费者有良好的消费体验；其次
要善于经营，创造利润空间。经营
包括人工、房租、营销费用等各种
经营成本，有盈利空间，才有可能
做成火爆的品牌。所以“网红店”依
然需要注重成本控制、供应链、运
营管理等多方面内容，要有专业的
运营能力，保持合理的利润；另外，

“网红店”要有自己的经营特色和
营销推广能力，持续保持“网红特
征”。“网红特征”是指一个品牌需
要具备能够吸引关注的特点，可以
是产品特色，也可以是服务特色，
或消费体验的特色。

“只有内外兼修，才能长久经
营。”张时玲说。

各种特色小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成为年轻

消费群体的“打卡地”……

“网红店”持续走红的背后
全媒体记者 唐飞

本报讯 他曾经是“小刷子王”和“背包
客”，如今是一家大企业的董事长；他捐资助
学、扶危济困，热心公益事业。他就是安徽天瑞
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贤国。

徐贤国是潜山市源潭镇双峰社区人。他读
小学时，当时双峰社区几乎家家都以“拣鬃”为

副业。“拣鬃”就是把收集来的猪鬃清洗整理
好，制作刷子。徐贤国从小耳濡目染，加之心机
灵巧，上小学时就熟练掌握了制作刷子的技
术，被村民亲切地称为“小刷子王”。

初中毕业后，徐贤国到天津打工。他计划
先打工挣点钱，有了积蓄，再回来办刷子厂。

三年后，不到20岁的徐贤国在父亲帮助
下办起了“进贤制刷厂”，父母和弟弟妹妹成了
厂里的工人，他则用背包装着样品，到四川、
陕西、山东等地跑推销。订单渐渐多了，自家
的小厂忙不过来，徐贤国便将部分订单委托
村里其他的厂子生产。1992 年前后，双峰社
区出现了上百家刷子厂，到外地推销刷子的
人多了起来，徐贤国是当时行色匆匆的“背包
客”大军中最年轻的一个。

经过几年辛苦经营，徐贤国积累了人生的
第一笔财富，但他敏锐地发现，时代在飞速发展，
手工制刷终究会被机械制刷替代。1998年底，徐
贤国前往浙江桐乡一次性购进了七台半自动植
毛机。当时手工老师傅一天最快能钉3000孔，
半自动植毛机一天却能植毛50000多孔，工作
效率一下提高了近20倍，进贤制刷厂一时产销
两旺，徐贤国一跃成为当地行业中的翘楚。

二十一世纪初，源潭镇党委政府审时度

势，提出了“立足刷业、发展刷业、突破刷
业”的发展思路，创建民营经济园区，鼓励
扶持制刷企业入园。

徐贤国敏锐地感觉到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到来了，随即在尚是荒郊的园区买下了六亩
地，建起厂房，成立了“潜山县进贤刷业有限
公司”。公司购置了全自动植毛机、数控车
床等先进的现代化生产设备，同时将眼睛
瞄准了广东深圳等开放前沿城市的工业刷
市场。徐贤国凭着稳定的销售渠道和良好
的人脉资源，开拓奋进，科学经营，到 2008
年底，公司年产值达 2000 万元，实现利税
100万元，成功跻身规模企业行列。

徐贤国对刷业市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
洞察力。当大家只顾闷头生产工业刷时，他
便提前预见到，制刷的原材料将成为源潭
刷业产业链上游的巨大短板，若将从浙江、
江苏等地采购的刷丝转由本地生产，那该
是多大的一个市场啊！

此时的源潭，通过园区平台建设，带动了
企业创新创造的热潮，产业链不断强化和延
伸，集聚发展、集群化发展态势已逐步显现。
2009年，徐贤国和合伙人一起创办了源潭镇
首家专业生产刷丝等原材料的公司——潜山

县安邦刷丝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经过深思
熟虑，徐贤国决定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将安
邦刷丝进行产权重组，吸收了两个新股东，又
在园区二期购买了二十亩工业用地，成立了

“安徽天瑞塑业股份有限公司”，徐贤国担任董
事长，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
制。企业投资达5000万元，拥有八条现代化拉
丝生产线，产品包括磨料丝、高档尼龙丝等上
百个品种，产品除满足本地市场外，还远销山
东、江苏等地，部分产品甚至出口到了东南亚
市场。目前，公司年产值达6000余万元。

多年来，徐贤国热心公益事业，他为双峰
中心小学赞助20000元助学金；为双峰中学塑
胶跑道建设赞助20000元；2020年疫情突发期
间，第一时间捐赠抗疫资金6000元……

徐贤国说，下一步要抓住机遇，扩大生
产规模，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在创造经
济效益的同时，要更加关注公益事业，为
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全媒体记者 程建华）

徐贤国：从打工仔到企业“掌门人”

安徽天瑞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贤国
全媒体记者 程建华 摄

本报讯 滨江ECD（油罐生态文化中心）
利用原石化油气管廊带港贮油罐区及海员
俱乐部等工业遗存进行改造，集中展示安庆
石化工业记忆，并承担安庆图书馆、文化活
动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一馆两中心”城
市公共服务职能。

3月16日上午，记者顺着油港路来到滨江
ECD施工现场。项目位于滨江大道与文苑路交
叉地块，按照规划，北部连通文苑河滨水绿地，
南部衔接江滩生态公园，东部紧邻滨江CBD（中
央商务区）核心区，西部串联港口公园。项目于
2020年12月开工，工期18个月。

施工现场，4个油罐带着“锈色”巍然耸立，
油罐于去年10月挂牌成为历史建筑。油罐一侧
的巨型基坑中，挖掘机正在作业，渣土车将土
方一车一车运出。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李洪桥介绍，滨江
ECD目前主要施工内容是图书馆地下室开挖
（即将进行底板施工）、滨水公园基础施工，还
有老建筑的加固改造。

图书馆地下室基坑边界距离油罐不到10
米，以灌注桩对基坑进行支护、围护，保证基础
的稳定，是常规施工要求，从保护油罐角度来
说意义更大。

现在的城市建设，不大拆大建已是主流做
法。如今，这一工业“遗弃地”将作为“阅读城
市”的重要依托而得以持续存在，且成为城市
的魅力、特色及根系所在。李洪桥坦言，滨江
ECD作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来打造，承担的功
能多，对施工单位来说，是有挑战性的。

4个油罐为钢板材质，建设至今已有三四
十年历史，施工单位按照修旧如旧原则进行保
护性修复，融入现代元素，留住工业记忆。

“在油罐上开窗、开门以及内部结构的调
整，还有对老楼的加固、改造及装修，因为年
代跨度大，且建筑的规范、功能都有变化，我
们在油罐及老楼的这些建设环节都咨询了原
设计、施工负责人以及结构专家，听听他们的
意见，确保在施工中保护好这些工业遗存。”李
洪桥说。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滨江ECD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本报讯 今年以来，桐城市文昌街道多
措并举，盘活企业闲置资产，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实地走访“摸家底”。针对“僵尸企业”及半
停产企业情况，成立闲置厂房摸底工作小组，
对辖区内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全面动态掌握
闲置厂房数据，建立信息台账。目前，已排摸出
4家企业闲置厂房约2万平方米。

动态跟踪“建户口”。针对企业停产原因和
闲置工业企业情况，将其位置、土地面积、厂房
设备等情况登记造册，建立闲置资产台账，为
每处闲置资产建立“户口”，“一对一”量身打造

“盘活”方案，推动闲置资产用起来、活起来，
因企施策“找出路”。通过分析企业资产闲

置特点、原因及自身优势，采取资产重组、租赁、
托底收购等方式，因企施策找出路，巧做闲置资
产“联姻文章”，积极有效地将闲置、半闲置厂房
和低效用地向优质项目转移配置，既解决了招
商项目的用地问题，又盘活了闲置资产。

腾笼换鸟“牵红线”。采取“腾笼换鸟”的办
法，有针对性地开展合作招商，积极为企业闲
置资产牵红线、搭好桥，让闲置资产产生新的
效益，确保“收得回”“盘得活”“用得好”。近年
来，该街道共盘活闲置厂房近4万平方米，盘活
存量土地140亩，引进优质招商项目5个。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汪华）

桐城：
让企业闲置资产“活”起来

本报讯 3月 18日上午，望江县人民法院
第一法庭座无虚席，一起职务犯罪案件在这里
庭审。来自全县政法系统各单位的100多位干
警参加了旁听。

今年以来，望江县深入开展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活动，进一步提高政法队伍拒腐防变能
力。这次将课堂搬到法庭，让广大政法干警“零
距离”接受廉政警示教育，是教育整顿活动的
一项重要内容。

庭审现场，庄严肃穆，参加旁听的人员
全程观看了庭审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
等环节。被告人李某是望江县政法系统某单
位工作人员，因挪用公款被起诉。庭审现
场，李某追悔莫及的陈述，让大家真切感受
到法律的威严和违法犯罪的惨痛教训。

庭审结束后，参加旁听人员表示，要严格
遵守党纪党规，不触犯法律这条高压线。在今
后的工作生活中，要正确使用手中的公权力，
依法正确履职履责。

（通讯员 柯思德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望江：
一堂别开生面的警示教育课

3月19日晚，倒扒狮步行街上灯光璀璨，一些“网红店”做夜市生意，十分热闹。 全媒体记者 唐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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