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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 大泰山 ·热话题

愈夜愈无奈
本报见习记者 邢志彬 刘金震

市民王先生家住王庄，吃过晚
饭，他总是会约上三四个老朋友到
市政广场附近坐着“拉呱”。“市政
广场这边人多，环境也还不错，大
家聊一聊家长里短。更重要的是靠
着家近，远的地方交通不方便，晚
上九点后公交车就很少了，大家聊
得尽了兴，一起溜达着就回家了。”
王先生说。像王先生一样，根据就
近原则过夜生活的人不在少数。

陈霞女士 5 日从青岛来泰安
旅游，打算第二天看日出的她，决
定凌晨爬泰山。但在站牌等了半个
小时，却没等来 3 路公交车，无奈
只好打车去红门了，还是司机告诉
她 3 路公交车的时刻表。“这种旅
游线路，时间晚一些就没公交车，
真是没想到。这种重要的线路，时
间完全可以长一点嘛。”陈霞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喜欢“昼

伏夜出”的年轻人需要公交车，晚
上出门消费、会友的中年人也需要
公交，外地来的游客夜晚出门更需
要公交。

记者咨询公交公司工作人员
了解到，以前公交主线路的晚上停
运时间为 7 点，今年刚刚改成了晚
9 点，至于能不能再延长，工作人员
表示“不好说”。

公交车早早“歇了”，而晚上11

点过后，出租车的生意并不红火。
时常上夜班的出租车师傅高腾龙
告诉记者，出租车的忙碌期主要在
晚上9 点到11 点半之间，乘客主要
是集中在市区，临近凌晨，他们一
般会选择在天乐坊以及酒吧外蹲
点，但很难再寻得乘客。“过了十一
点，街上基本就没有人了，不少人
都赶在公交车收车之前回家了。”
高腾龙告诉记者。

公交车晚九点就停运，市民只得宅家里

6 日晚上 7 点 40 分，在松园
小区，记者看到住在一楼的居民
孙霖老人在锁院子门，一问才知，
老人是从农村搬来的，因为小区
灯光太暗，老人也就不打算安排
什么夜生活，索性继续农村的生
活习惯，晚上七点半看完天气预
报就睡觉了。

6 日，虽然时间已经接近晚

上 9 点，但市政广场南区的每张
乒乓球台上还有两三个市民在
打乒乓球，各个年龄的都有，共
有四五十人。所有乒乓球台都依
赖广场两个很高的灯塔照明，场
地有些昏暗。打乒乓球的市民亓
淼淼说，他家住在较远的利民小
区，是一个十多年的老小区，小
区老人晚上的活动就是从小区

的花园里转圈散步。对于昏暗的
灯光，亓淼淼没有更大的奢求。

“一直都这样，有地方打就不错
了。”他说。

6 日，记者走访中七里小区发
现，几位市民正在灯下打牌，走进
一看，原来大家用的是从自家院
子里拉出来的插排。中七里小区
居民张先生说，小区公共的路灯

线路早就废了。
在乐园小区，居民刘女士

说，楼道里的感应灯倒是还能
用，就是需要使劲跺脚。进进出
出不方便不说，经常有下班晚的
邻居，一路跺脚上楼，影响了正
常的休息，很多市民因为灯的原
因晚上不太愿意出门了，只能在
家里看电视。

院子里没有灯，市民自扯电线照明娱乐

山东农业大学研一学生王一
新说，他和同学准备好了门票的
钱，并准备乘坐景区安排的一班专
线车，去欣赏了《中华泰山·封禅大
典》这场具有泰安特色的夜场大
戏。“要是这样的演出能多来几场

就好了。”王一新说，他很喜欢话
剧，但是也只是在像北京、上海这
样的一线城市看过两三场。“白天
我们需要上课，晚上的时间比较充
足，但是泰安目前的文化市场却没
有这样的演出。”王一新说。

与《中华泰山·封禅大典》受
欢迎一样，同样在晚上演出的泰
山皮影也吸引了不少泰安当地人
和外地游客。

但是一些市民却表示，这样的
高档夜间文化消费，对于工薪阶层

来说有点儿吃不消。“《中华泰山·封
禅大典》和皮影戏的门票价格对于
我们这些刚刚参加工作的人来说太
高了。”在泰安一家超市做收银工作
的市民孙女士说，她希望像露天电
影这样的文化活动能多一些。

高档文化消费，工薪族有些吃不消

夜生活，让人触摸到城市
文化的质感。泰安作为一座著
名的旅游城市，她的夜生活不
仅仅是属于泰城市民的，更是
属于四海宾朋的。在泰城丰富
的夜生活背后，究竟哪些方面
还有进一步提高的潜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