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冶
夜深了，走进便利店买一杯热饮，在书店读一本好书……随着夜间经济的兴起，越来越多商铺开始 24小时营业。除了满足全

天候的消费需求，他们有的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提供热水补给，有的为乡村读者提供阅读场所，有的为社区老年人提供

数字化便民服务……民生温度往往蕴藏在点滴之中，人民群众的感受最直接、最真实、最深刻。近日，记者走进 3家 24小时营业商

铺，记录下商铺里的温暖故事。

———编者

乡村书店
书灯始终为村民们亮起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周末，一场田间读书会

在广东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小

布村的“书店农场”举办，二十几

户亲子家庭参与其中，带队人江

永强一边为大家讲解古诗，一边

带孩子们体验真实“锄禾”场景，

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能通过阅读增加知识，还

能让小朋友接触大自然，这样的

活动有意义。”不少家长说，来参

加活动，是因为“24小时书店”多
年的好口碑。

家长所说的“24小时书店”
是小布村一家不起眼的小店。书

店有 300 多平方米，配有活动
室、阅读室。面积虽不大，做的事

不少。书店全天候开放，书籍可

购买，也可免费借走，村民没事

就来看看书，孩子们放学也会来

做作业，这里每月还会举办公益

读书活动等。

“我小时候爱读书，但去图

书馆得走到几公里外，有时也

借邻居家的书看，那时起就有

个开书店的梦想，想让村里的

孩子能在家门口享受阅读的乐

趣。”当被问及开书店的初衷，

江永强回忆道。2017 年，江永强
回乡创业，开办了这间书店，而

坚持夜晚开放，是因为他在深

圳打拼时，常光顾一间 24 小时
书吧，顾客可以随时阅读，“我

希望自己的书店也能传递这种

温暖。”

白天带亲子家庭研学，晚上

回到书店，江永强又开始组织诗

歌分享会。一些诗歌爱好者来到

书店，围坐在一起，分享喜爱的

散文诗歌，兴浓时还吟诵几句，

“看到书店能为阅读爱好者提供

一个交流的平台，就觉得自己没

白干。”

晚上 11 点，江永强和店员
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但书店仍

是营业状态，店里零星的读者也

没有被打扰。“一开始，我们轮流

值班，但因为持续熬夜，有些店

员离开了。”后来他干脆决定晚

上不留人值班，茶水室、卫生间

等贴上自助服务指引，并留下电

话，读者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

呼叫，“书店开在乡村，这里民风

淳朴，而且夜晚来店里的大多是

爱书人，我相信他们。”

事实上，这间书店能够开到

第八年，离不开经营思路的转

变。江永强粗略算了一笔账，以

前卖教辅、做培训是书店的主要

收入，如今读书会及研学活动的

收入则成了支柱，使书店基本能

够实现收支平衡。

在江永强看来，如今这家书

店能开拓新的业务，有这么多人

愿意参加活动，与书店坚持做公

益、做服务的初心密不可分。“这

间书店除了有借阅图书的读者，

还有路过歇脚的背包客，他们时

常过来坐坐，我想这也是对书

店、对我的信任，我希望不辜负

这份信任，能一直坚持下去。”江

永强说。

现场素描院
江永强的一天是忙碌的袁但

他的神情自在而满足遥 在乡村推
广阅读袁对他来说是比赚钱更有
意义的事袁正是这份对公益的坚
守袁成为他的书店能够坚持下来
的原因遥

每次走进书店袁江永强都会
看看店里的一盏灯袁这盏灯从开
张起一直亮着袁24小时不灭遥 江
永强说袁只要书店还在袁这灯就
会一直点亮袁一直陪伴着爱书的
人们遥

暖心超市
在这能喝口热水歇歇脚

“叮咚———欢迎光临美宜

佳。”晚上 9点，这家位于江苏南
京市迈皋桥地铁站旁的超市迎

来繁忙时刻。

放眼看，店内摆满了食品、

日用品，一名长发姑娘挑选好鲜

奶、三明治还有大桶水，走到柜

台结账。“你好。”店长张生有印

象，这是位“老面孔”，经常在这

时来店里，她也代表着这家超市

的最大客群———在附近居住或

者换乘的市民。

迈皋桥地铁站周边有 5 个
社区、约 4 万居民，这里还是城
北片区的交通枢纽，每天有 10
万人次搭乘地铁，其中许多人顺

路到超市购物。长发姑娘说，来

这里买早餐，是她生活中一份小

小的仪式感。

“叮咚”声不断，张生埋头结

账，再抬眼就看到进来了一群拿

着烤串的年轻人。正因这里客流

密集，晚上的夜市红红火火，200
多个摊位摆出 300 多米，每天吸
引超过 5000名消费者。
“早上 5点半就有人来买早

点，深夜三四点仍有夜市未散，

我们店 24小时都有顾客。”张生
介绍，店员三班倒，他负责下午 4
点到晚上 12点的中班段。

看到穿着红马甲的钱兆生

走进来，张生就知道已经 11 点

多了，因为他是交通枢纽的夜

扫保洁员。“晚上 10 点半来，先
把广场清扫一遍，休息一阵，再

将夜市的垃圾清理一下，12 点
半下班。”钱兆生在柜台旁接了

热水，坐下来休息。他指了指便

利店玻璃上的提示：暖心驿站

提供免费热水、爱心雨伞、充电

服务……

一旁，还坐着等待接单的外

卖骑手。“这里可以喝口热水休

息一下。”外卖小哥于琮领记得，

有一天突发暴雨，他浑身湿透冲

进超市，不仅喝到了热姜茶，还

借到了雨衣，此后他经常会来店

里接杯水。

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

迈皋桥街社区党委书记杨琴说，

社区与这家 24小时超市积极联
动，设立“暖心驿站”，为环卫工

人、夜市管理人员、外卖骑手、社

区志愿者提供热水补给、临时休

憩等服务；社区同步调配资源，

补充应急物资，携手构建便民服

务网，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探索

共建共享共治新模式。

张生翻开台账，店里每天有

客流 500人次，日均营业额 6000
元，扣除成本，每月利润 1 万元
出头。一笔笔账单记录着的，是

生活，也是民生。

现场素描院
台账记录的袁是看得见的民

生账本袁但野看不见冶的账本同样
温暖遥

什么是野看不见冶的账本钥 便
利店每天接待超过 40 人次的环
卫工人尧夜市管理人员尧外卖骑
手等民生服务领域的户外工作

者遥 由于工作原因袁他们大多只
来得及接一杯热水袁短暂休息十
来分钟袁 几乎不产生 野经济价
值冶遥 但在张生看来袁这是更有意
义的 野为民账本冶要要要一杯热茶

中袁 升腾着 24小时便利店的温
暖袁也蕴藏了城市治理的温度遥

小区便利店
便民服务清单越拉越长

晚上 8 点，山西太原富力城
小区门口的唐久便利店里，空调

送出清凉的风。

“小殷，在你这避会儿暑！你

帮我充个天然气费，再打印个东

西。”80多岁的小区居民张奶奶
推开门，冲着在货架间穿梭的店

长殷关东爽朗一笑。

殷关东迎上去：“张奶奶来

啦，是不是打印退休金明细？”他

边说边扶张奶奶坐下。原来，张

奶奶每月都会来店里打印退休

金流水单，殷关东不仅帮忙打

印，还会仔细帮老人核对金额。

富力城小区有 20 多栋楼，
老年人居多，因为行动不便，有

时候跑一趟，往往攒着好几件事

一起办。

“小殷这孩子比亲人还贴

心！”张奶奶逢人就夸。有一次，

张奶奶急需买生活用品，可突然

下起大雨，不得不给便利店打电

话。殷关东二话不说，迅速挑选

好物品，冒雨给老人送了过去，

老人十分感动。

在这家 24 小时营业的便利
店里，一张“便民服务清单”逐渐

形成：代缴天然气费、水电费、话

费；手机充电、打印复印、加热食

品；雨天借伞、送货上门……这

些服务就像一张细密的网，兜住

了居民生活的细碎需求。

在许多居民眼里，门口的

便利店越来越像综合服务窗

口。近年来，太原市以满足居民

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

为目标，通过优化布局、补齐短

板、提升多元化服务等，打造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提升社区幸

福指数。

70 岁的李大爷拿着手机走
进店里：“小殷，这手机又收不到

验证码了！”殷关东一边耐心地

帮老人清理缓存、设置网络，一

边手把手教老人操作：“大爷，下

次点这儿就能刷新，我给您设成

大字体，看不清随时来叫我。”

上个月，王奶奶家的电子锁

出现故障，但老人不知去哪里找

人，就打了殷关东的电话。殷关

东不仅联系了开锁师傅，担心老

人饿着，还特意从店里热了包子

带来。“奶奶，这都是我应该做

的，咱们都是一家人！”面对老人

塞来的感谢红包，殷关东笑着婉

拒。

“接下来，我们还打算增加

送洗衣物、回收旧衣、代缴物业

费等服务。”殷关东指着正在调

试的智能终端介绍，“以后居民

下楼遛个弯的工夫，就能把生活

琐事都办了。”

现场素描院
便利店说大也不大袁但东西

不少院打印机尧饮水机尧微波炉尧
雨伞等一应俱全遥 缝缝补补尧帮
忙开锁袁这些野针头线脑冶的小
事袁构筑起城市的烟火气遥

便利店工作人员不多袁但忙
的事情不少院不时有路过的熟人
冲店长打招呼袁有时找店里帮忙
或者提点建议遥 或许袁有烟火气
的并不是 24 小时的店面袁 而是
尽心服务的人遥

渊据叶人民日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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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小时营业商铺的为民账本

山西太原市富力城小区门口的唐久便利店袁店员帮老人送货
渊唐久便利店供图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