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家门口的闲鱼
循环商店进入社区
会是门好生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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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女士告诉记者，“三颗
鱼”的名字源于英语“Thank
You”，以此感谢地球上的万物
生长，也“感谢循环让你我相
遇”。

6月初，“三颗鱼”组织社区
小朋友进行玩具、图书的互换
和交流活动，吸引不少孩子和
家长参与；7月，“三颗鱼”联合
政府相关部门、轨道交通物产
置业有限公司，在鼓楼地铁站
举行毕业季学习用品、图书的
循环交流活动，反响颇佳。

“每个物品在不同人手里
会发挥不同的作用和价值。”徐
女士说，开这个商店的目的就
是物尽其用，宣传环保理念，营

造环境友好氛围。
据记者了解，“三颗鱼”小

程序也已测试，完善功能后将
上线，让更多人可以通过网络
平台发布闲置物品、沟通信息。

“不少网络平台也提供旧
物交换和交易服务，而我们要
打造的就是家门口的循环门
店。”徐女士告诉记者，“三颗
鱼”也可以理解为“家门口的闲
鱼”线下门店。

目前，该循环商店以公益
性质为主，前期主要调动市民
旧物利用积极性，并没有赚取
差价。“但消费者来寄卖商品，
达到一定金额会收手续费。此
外，我们运营也会找一些闲置

商品企业合作，处理一些闲置
商品。”徐女士表示，后续会根
据试点情况适当调整。

事实上，通过实体店进行
闲置物品买卖已很流行。不
过，宁波一位长期从事二手物
品交易的业内人士张先生（化
名）告诉记者，这类门店经营并
不容易，不久前，知名线下二手
交易平台“多抓鱼”在北京的最
后一个门店也闭店了。成立于
2017年的“多抓鱼”鼎盛时期门
店遍布北京、上海、江苏、湖北
等地。除了政府支持，企业还
需要找到盈利机制，发掘市场
热点，协调和平衡各方需求。

记者 毛雷君 文/摄

号称宁波首家循环商店的“三颗鱼”已试营
业数月，在社交媒体上备受关注。10月9日上
午，记者来到位于江北的“三颗鱼”门店，其门
面不大，隐藏在江北区庄桥街道居民区的商业
街中，门口绿色的小鱼图案和“三颗鱼”
（THANK YOU）文字显得活泼俏皮，并标注了
“循环商店”的字样。

售价多为原本标价的2折至5折

循环商店内景。

店内张贴的介绍显示，“三
颗鱼”是一家个人闲置物品交
易商店，也是宁波首家未来社
区循环商店，帮社区居民实现
废旧物资再利用。

“三颗鱼”是由宁波市分类
办牵头，并联合江北区分类办、
市教育局、市慈善总会、市儿童
友好城市建设专班、庄桥街道
等单位启动的项目，是聚焦垃
圾分类、围绕居民废旧物资再
利用与未来社区相结合的一次
全新探索和尝试。

“三颗鱼”负责运营的徐女

士说：“政府和社区给予了很大
支持，并减免了房租。”

记者在120多平方米的门
店内看到，交通工具、日常用
品、服装、图书、装饰品等品类
商品摆放有序，如同一个小型
超市。店内商品基本保持8成
新以上，也有全新商品，而售价
多为标价的2折至5折。

徐女士说，这个循环商店6
月开始试运营，主要服务于周
边社区居民。“从数月试运营情
况来看，效果不错，前来交换或
出售闲置物品的居民不少。”徐

女士告诉记者，门店还提供寄
售服务，如大型家具或乐器等，
可以用照片形式展示。有人需
要的话，就可以交易。

据了解，门店卖得最好的
商品是日常生活用品、户外用
品，基本上一周内就会更换新
的货品。记者在门店内还看到
一辆电动车和越野自行车。“交
通工具也很受欢迎，自行车已
售出5辆了。”徐女士说。记者
看到，原本标价2500多元的越
野自行车，作为循环商品仅标
价600多元。

“感谢循环让你我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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