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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锐指数研究院
于 2022 年 6 月 发 布 的
《2022年年轻人生活消费
观察——食品饮料篇》数
据显示，“怀旧心情”是年
轻群体食品饮料四大消
费观念之一。94.7%的年
轻群体会因为怀旧心情
而购买小时候的零食和
饮料。不过，有 41.6%的

年轻人认为，如果味道变
化大，那么只会购买一次
来满足怀旧心情、交智商
税。

零食行业从业者江
先生告诉记者，怀旧零食
店大多是傍着景区、商业
广场之类客流量极大的
地方开设的，装修也是极
尽怀旧之能事。大家逛

街时遇上了，或许就会进
去看看，戳中某些回忆就
有消费的可能。但这种
消费的随机性和高价格，
便注定了它做的是一次
性生意。“消费者为情怀
买单一两次可以，但是高
价购买已经不适合自己
口味的零食，这种模式不
可能长久。”

怀旧零食店 暗藏“零食刺客”？
记者走访福州两家零食店，发现部分商品未标价，或价格标签不起眼；有顾客说

是“为童年情怀买单”，也有顾客觉得“上当了”

谈起共享茶室的目标
客群，易金玲认为，共享茶
室面对的客群较为广泛，
其中 25 岁至 40 岁年龄段
的客户居多。不同年龄的
客户需求也不相同，但共
享茶室都能为他们提供服
务。

她告诉记者：“有的客
户不方便选择在家中或办
公室会客，所以选择在茶

室会客。有的公司会借用
茶室的会议室开会。也有
客户会约上朋友来茶室看
比赛、打牌等。”

在仓山区合蒲路的商
业街内，陈杨的共享茶室
正在装修。陈杨此前在外
地经营共享茶室，至今已
有 1年多了。如今返乡开
共享茶室的陈杨，在茶室
开业前就已选择好了要服

务的客群。
陈杨告诉记者：“现在

大多数‘共享茶室’还是设
置在写字楼里，方便周边
的商业人士。我的选择是
寻找‘精准客群’，锁定为
周边的小区居民，以解决
他们饭后闲聊、会客的需
求。”

共享茶室经营者张群
心则玩起了直播卖茶的

“跨界经营”，以此提高收
入。张群心的团队原本的
主营业务是以直播卖茶为
主，“我们团队直播时需要
的房间是茶室，当时我就
想，能否自己开一个共享
茶室。这样一方面直播时
可以为‘茶室引流’，另一
方面也能通过收费的方
式，降低工作室的租金开
支。”

“共享茶室”遍地开花 是新的“财富密码”？
共享茶室在福州兴起，不少市民选择在共享茶室会客、娱乐等，也有经营者尝试直播带货

“儿时的味道”“重拾儿时的记忆”……近年来，打着“怀旧”标签的零食店几乎遍布每个旅游城市，儿时的小
零食再次出现在了消费者的面前。然而，近日有媒体报道，上海市多家怀旧零食店有不少零食为低俗包装，商
品甚至无生产日期，有的商品没标价，到买单时才发现价格较高。8月16日下午，记者走访了福州市内两家怀旧
零食店“你好，童年”（得贵路店）和“童年小食光”（南后街店），了解是否存在类似情况。

奶奶的缝纫机、老式自行
车、复古梳妆台和放着《西游
记》的黑白电视……走进“你
好，童年”这家店，就仿佛穿越
到了1980年代。而店内的设
施和货架也基本复制了每个
人的“儿时记忆”：磁带、海报、
小水枪、毽子应有尽有，在超
市里已经较难见到的奥必佳
汽水、小浣熊干脆面、无花果
干等小零食摆满货柜。

“第一次踏进店门时，有
一种想哭的感觉。”出生于
1998年的小波（化名）表示，

“好像走进了我的童年世界，
满满的怀旧感。让我想起了
很多小时候的回忆，真的越
长大越怀念小时候！”

正在挑选的顾客陈先生
说，偶尔会带小孩来逛逛。“这
里的店家让我们随意挑选，不
会强制推销，逛起来比较自
在，但是价格就不怎么怀旧
了。”陈先生表示，有些商品没
有标价，只能结算的时候才知
道，有些商品以前是五毛钱，
如今卖到几元钱，让他“感受
到了时代的变化”。

在“童年小食光”（南后
街店），一对母女和记者同时
间进店。妈妈对女儿说：“这
些都是我小时候吃过的零
食，那时一角钱可以买好几
样零食，一分钱可以买到两
颗糖！”

在店里，还能听到许多
中年人的感慨：原来这个（零
食）还在卖啊。记者询问一
位市民是否觉得店内零食价
格偏贵，该市民则笑称：“算
是为童年情怀买单了吧，毕
竟也不是经常买。”

除了怀念童年之外，不
少顾客认为这样的怀旧零食
店是在卖情怀、割韭菜。记
者注意到，进店拍照的人络
绎不绝，但是买单的顾客却
不多。

无论是“你好，童年”（得
贵路店）还是“童年小食光”
（南后街店），店内的零食价
格大多是市面价格的 2~3
倍。小浣熊干脆面为 3元一
包、奥必佳汽水 8元一瓶、星
球杯 2 元一个，而几乎所有

售卖的小包辣条都为 2元一
包、糖果0.5元一颗。

此外，店内所有商品的
价格标签都十分“低调”，
白色标签纸上的字像蚂蚁
般大小，而且都贴在不起
眼的角落。不过，记者走
访过程中，并未发现存在
低俗包装或产品信息不齐
全的商品。

来福州旅游的游客妮妮
（化名）表示，在三坊七巷里
闲逛，被“童年小食光”复古

的装潢所吸引，于是进店挑
选了几样小零食。“结账时
告诉我几包辣条几包糖果
加起来要近 50元，我感觉不
可思议，但碍于面子还是付
款了。”

“觉得上当了。”福州大
学生小王则提醒道，要小心
店里推销的花茶。“一开始会
很热情地让你尝尝，结果稍
微称一点竟然要 120元。我
和舍友说不要了，店员以已
经出单为理由不让退。”

N海都见习记者
林雅璇 文/图

现场：店内有些商品没有标价

顾客：不留心就会遭遇“零食刺客”

从业者：贩卖情怀的营销模式不会长久

N海都记者 刘锦涵 文/图

近年来，以“24小时营业”为特点的“共享茶室”
在福州兴起。“共享茶室”是靠什么吸引消费者呢？
为何茶室还需要“共享”，这门生意好赚钱吗？“共享
茶室”的目标客群的规模有多大？又是谁在为“共
享”买单？对于这几个问题，记者随机走访了福州的

“共享茶室”进行了解。

在福州仓山区奥体梅
园酒店内，易金玲在这经营
着一家共享茶室。在记者来
到时，易金玲正在茶室的包
间内整理茶具，她对记者解
释道：“前一个客户刚刚用完
这个包厢，现在又有客户下
单预订，我就来打扫一下，提
前开好空调等他们来。”

易金玲介绍，大多数
客户是通过同城平台提前
预订的茶室。一些常客，
还会使用茶室自有的小程
序，自行选择房间并付费
预订。消费者到来后，可
以通过茶室提供的二维
码，刷码进入茶室。

易金玲说，大多“共享

茶室”并没有全职的店员值
守。“只需要兼职的阿姨定
时维护茶室卫生即可，如果
聘用全职店员会增加额外
开支，况且 24小时营业也
不可能有人一直值班。”

“共享茶室”的生意如
何？易金玲表示，周末和节
假日客流较满，需要提前预

订，而工作日预订的高峰期
则在14时至21时之间。易
金玲告诉记者：“原本刚开
业，每天只有200元左右的
流水，现在能稳定在500元
以上，生意好时能破千。现
在基本做到包厢费与开支
持平，但共享茶室还有另一
个收入来源，就是卖茶。”

“24小时营业”和“无人值守”是特色

“精准客群”与“跨界经营”是趋势

福州一家共享茶室的前台

▲一名游客在怀旧零食店门前
拍照打卡

一家怀旧零食店内，价格标
签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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