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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璞园糖水”的菜单里有一款

特殊的糖水，取名“相思”，是用红

豆、龟苓膏、葡萄干等熬制而成的，

其中龟苓膏代表相思之苦，葡萄干

代表着想念的酸涩，而红豆本身就

代表着相思。于杰不好意思地说：

“这款糖水是当时和对象谈恋爱的

时候开发的，表达着那时我对她的

思念，记录着我们来之不易的感

情。”这份彼此相信、彼此支持、彼此

守望的情感让他们两个人走到了最

后，进入了婚姻，同样也成为小店最

艰难时刻存活下去的内在原因。

由于主营堂食，疫情期间，小店

的经营跌落到了谷底，“最惨的一个

月，赔了将近5万元。”店铺要经营，

需要的不只是房租、成本，还要支付

20余名工人的工资。每个工人背

后都是一个家庭，为了让大家安稳

生活，疫情期间，于杰从来没有辞退

过一个人。可工人的工资从哪里

发？于杰说，那时拼命在外边接单

子，做设计，赚的钱都投在了小店

里。好在，那段时间家人成为他前

行路上最坚强的后盾，知道他要开

好小店的决心，从来不抱怨，默默给

予他支持。妻子把工资省出来给他

补贴店铺经营；母亲退休好些年，又

自愿来店里帮工。“你问我开店给家

里人带来了什么，我感觉甜头没有

多少，倒是让他们吃了不少苦。”于

杰笑着说。今年年初，小店的生意

迎来了复苏，来消费的顾客络绎不

绝，又重现了2019年时的火爆景

象，这重新点燃了一家人的希望。

傍晚时分，夕阳余晖慵懒地打

在小铺的青瓦灰墙上，静谧如常。

店里不忙时，于杰自顾自地琢磨着

自己的原创歌曲《花街》，哼唱了起

来：“梧桐斑驳，青石板上，她在升

起，照影灰墙……”八年很短，仿佛

店铺的开业就在昨天，八年也很长，

曾经被抱着进店里的婴儿长成了活

泼可爱的大孩子；曾来店里约会的

青涩情侣步入了婚姻，回到这里拍

婚纱照……

“新的一年，期望生意能越做越

好，要是有机会，我也要把它经营成

一家‘百年老店’。”于杰说。无论你

来与不来，花街就在这里，糖水铺也

就在这里，在喧嚣处为行走的人留

下静谧之地。

这份甜蜜的事业
他想做成“百年老店”

于杰开店的缘由，与其说为了

做生意，不如说是把对故土的眷恋

留在花街。“小时候，奶奶常带我来

花街，那时候街上每天都像集市，有

布匹店、理发店、早点店等，最幸福

的事情就是可以在这里吃到八宝

粥。”于杰说。或许是曾经在外求学

时时常记挂着家乡，毕业后，于杰趁

着工作间隙走遍了淮安的老街旧

巷，其中花街沧桑斑驳的历史痕迹

以及承载着的童年记忆让他久久不

能忘怀，“想把自己的留恋存在这

里。”

“一开始就是想开家小店放些

老物件，顺带做做糖水生意。”于杰

说。2015年，他租下了花街内的两

间门面，筹备开店。由于在校学的

是设计专业，在装修阶段，他凡事亲

力亲为，在尽可能保留青砖瓦房原

有韵味的同时，拉来了老屋拆迁留

下的老木头作梁，收集来老地图、老

门牌、老缝纫机、老挂钟等物件做装

饰。摞起的瓦片和白瓷砖就成了墙

面仅有的美化。糖水手艺是跟父亲

学的。于杰上学时曾经考察过糖水

项目，很喜欢广东的糖水文化，借着

开店的契机就搞起了糖水生意，刚

开始只会做炖桃胶、莲子汤、酒酿等

几样。

刚开业的时候，每天进店的人

少得可怜，当时来花街的人本身就

不多，特别是当时很多市民都不知

道什么是“糖水”，也不明白这“糖

水”和别家饮品有什么不一样。那

时，生意不好的时候，于杰就叫来朋

友在店里一起练琴、唱歌、做音乐，

希望有一天顾客能发现他的这间

“宝藏小店”。

时间过了大半年，小店生意始

终没有好转，每天炖出的糖水一锅

一锅被倒掉，着急的不只有于杰，还

有他的家人，他的母亲那时就曾劝

过他：“实在坚持不下去，店就别开

了，专心去上班吧。”

“当时不止一次想过放弃，经营

确实不容易。”于杰说。就在他心灰

意冷的时候，一次偶然的对话打开

一场“跨越时空”的交流，坚定了于

杰把店开好的决心。

那时，小店门口经常会有一位

年近90岁的老汉拉着平板车卖大

头菜，每次经过小店都会探头朝里

面看看。有一次，看到老人卖菜辛

苦，于杰主动上前给他递了一杯水，

邀请他到小店坐一坐。闲聊中，老

人家的一句话让于杰顿感意外。原

来，老人年轻时也在花街经营过茶

水铺，并且铺面地址就在于杰的小

店所在位置，当时还是远近闻名的

旺铺。老人说，做茶水生意，要耐得

住性子，多琢磨手艺。而琢磨手艺

这件事，老人坚持了一辈子。

“老爷爷是做茶水生意的，而我

是做糖水，你说这巧不巧？”受到老

人匠人精神的感染，于杰开始更加

专注于糖水产品的开发，致力于给

大家带来更好喝的淮安糖水，坚守

这家来之不易的糖水铺。“就说我们

家特色芋圆吧，刚开始尝试开发的

时候，我不断调整配方、制作手法，

每天都要做到凌晨两三点，必须要

让周围人都说好吃才敢拿出来做产

品。”于杰说。

因为出色的产品品质、富有韵

味的环境，加上新媒体平台的传播，

小店逐渐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大约

2019年初，生意突然好了起来，每

天几乎爆满。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好

事却让于杰多了许多烦恼。“因为没

有系统学习过经营服务的理念，顾

客突然多起来时，我还真的有些手

忙脚乱。”他说，生意刚开始旺起来

的时候，店铺总是会因为各种服务

上的原因收到投诉，让于杰渐渐意

识到再这样“佛系”经营，之前的所

有努力就都白费了。

那段时间，于杰经常走进各大

餐饮企业观察、记录、学习服务方

法，同时结合自己经营中遇到的问

题对小店服务做出调整。在他眼

里，小店渐渐发展起来的那几年同

样也是他成长的几年。2019年，看

到小店的经营效益有大幅提升，于

杰又租下了隔壁的两间门面供顾客

就餐。

花街记忆 有童年的欢乐碎片

柳暗花明 在传承中塑造匠人精神

为“爱”坚守 把小铺做成“百年老店”

糖水，很多淮安人

不太熟悉。据了解，这

种甜品属于粤系菜，是

两广和海南人饮食习

惯的一大特色。按道

理，作为其他地区的饮

食特色，它属于“外来

物”，然而事实上，糖水

其实早就存在于许多

淮安人的餐桌上。“我

父亲的饭店名叫‘璞

园’，是一家做淮扬菜

的老字号，每次上菜最

后都会有一道甜品，一

般叫它‘甜汤’，而它的

另一个名字就是‘糖

水’。”于杰说。

于杰是位于市区

花街的“璞园糖水”的

店主，作为一名“90

后”创业者，他评价自

己是一个怀揣热情、热

爱自由、追逐艺术，偶

尔“佛系”的“追梦

者”。2015年，他在花

街开了这家小店。开

店八年，糖水铺的意义

对他来说不只是一家

小店，这里，成为了他

梦想的承载地、亲情的

聚集地、匠心的传承

地；这里，见证了许多

人的留恋、喜悦、成长、

失去……

■融媒体记者 黄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