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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来20个客，生意就算红火了”

大众澡堂
微利苦撑

本报记者 陈伟

冬季本是大众澡堂生意红火的时候，然而记者近日走访省城多

家大众澡堂了解到，由于条件有限，来澡堂洗澡的市民多为老年人，

根本见不到年轻人的身影。大多数澡堂的生意比较冷清，仅能够保本

经营，“如果一天来20个客人，生意就算红火了。”一家澡堂经营者说。

记者近日来到了省城山大北
路一个名为“阳光浴池”的大众澡
堂。澡堂能同时容纳近30人洗澡，
但是当天整个澡堂里显得非常空
荡，只有5个人在洗澡。

澡堂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今省
城的大众澡堂越来越少了，来洗澡
的市民更是少得可怜，澡堂的生意
非常冷清，有时一天也来不了三五
个人，“如果一天来20个客人，生
意就算红火了，即便那样，澡堂也
仅仅是保本经营。”

随后，记者来到了经四纬九路
的一个大众澡堂，整个澡堂里人也
比较少，负责人叫苦连连。

该负责人介绍说，他的澡堂经
营五六年了，当时自己下岗在家，
闲着没事，就琢磨着做点小生意。

“附近都是些老旧小区，而且租房
的人比较多，能不能开个澡堂，这
样既能给居民提供方便，也能赚钱
补贴家用。”

刚开始的时候，澡堂生意还不
错，每天能有五六十人来洗澡，但
是近些年街头洗浴中心多了起来，
来洗澡的市民少了一半还多，但是
经营成本却不降反升。

该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当时装修澡堂的时候，包括安装淋
浴、锅炉等花了近2万元。澡堂必

须暖和才行，这就需要烧大量煤
炭。“如今煤炭的价格挺高，每月得
烧近2500元的炭。”相比而言，澡
堂的收入却偏少，每天平均十七八
个人，大多数人除了洗澡，还会搓
背、修脚等。这样每人大约消费在
10元上下，每天的收入能有180元
左右，扣除人工费用，一个月能赚
1500元上下。

“两年前，我曾经不想干了，实
在是赚不到钱，但是为了附近小区
的一些老主顾，才坚持下来。要是
单纯为了赚钱，谁会干澡堂啊？”该
负责人说，现在经营这个澡堂，只
能说是勉强维持，赚的钱很稀松。

每月得烧2500元炭，赚的钱很稀松

市民张光全今年已经64岁了，
他几乎每周都要来阳光浴池洗澡。
他告诉记者，到了冬季，他一般都在
大众澡堂洗澡，由于家里的条件有
限，如果在家里洗澡，很容易感冒，

“而且老年人行动有些不方便，在澡
堂里多花几块钱，能够让搓澡师傅
给搓搓背，挺划算的。”

近日，记者来到阳光浴池的时
候，澡堂里的5个人全是清一色的
老年人。澡堂负责人介绍说，这些
人都是附近小区的居民，也是澡堂
的常客，“平时我们就靠这些老主
顾来洗澡维持经营，有时一周也没
有一个年轻人来洗澡。”

张光全说，虽然阳光浴池的条

件有限，但是来这里洗澡的人相互
都认识，都是附近小区的邻居，洗
澡的时候有说有笑，感觉氛围非常
好。“有一次，我让儿子陪我来这里
洗澡，没想到他撇了撇嘴，说啥也
不来。”

历下区甸新东路诚信澡堂的
负责人说，对年轻人来说，洗澡不
单纯是洗澡，更多是一种生活质量
的提高，因此年轻人会选择去一些
条件好的洗浴中心洗澡，而不是社
区里的大澡堂。

市民李强曾经在读大学的时
候，去过一次大众澡堂洗澡，从那
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过。李强回
忆说，当时是春节假期，他因为有

事就提前来到学校，结果学校澡
堂还未开门营业。无奈之下，他就
去了学校附近的大众澡堂。“现
在，我一般在家里洗澡，有时候同
事朋友们会去洗浴中心洗澡。如
今大众澡堂的卫生条件有些差，
而且一般都在小区里，找过去也
不是很方便。”

看着现在大众澡堂的经营现
状，张光全也有些感慨。他告诉记
者，如今的大众澡堂越来越少了，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就找不到
可以泡澡的澡堂了。不过和街头的
洗浴中心比，大众澡堂一点优势也
没有，生意冷淡，经营困难也算是
正常。”

老年顾客居多，鲜见年轻人

在纬六路高架桥附近的百姓
浴池里，张先生既是澡堂的老板，
平时也替客人搓澡。用他的话说，
很多人来澡堂洗澡就是冲着泡澡
和搓澡，如果搓不好，客人就不会
来第二次了。

冬季天气冷，空气干燥，使得
人的皮肤容易皲裂，因此搓澡的时
候，如何掌握力度显得非常重要。

“经常洗澡并有搓澡习惯的人，皮
肤表皮容易受损，经常会出现瘙痒
现象，因此搓澡的时候一定不能靠

力量将身上的泥搓下来。”张先生
说，而且搓澡巾搓出来的泥其实并
不是脏东西，而是皮肤表皮，如果
洗澡次数过于频繁，会严重伤害皮
肤。因此冬季里洗澡的次数不宜过
多，一周洗1—2次即可。

如何搓澡，张先生说，他也没
经过正规培训，只是凭自己这些年
的经验摸索出来的。“搓澡的时候，
一定先用热水将身上打湿，或者在
澡堂里浸泡一会儿，等皮肤变得稍
微松软了才行。搓澡时，最好使用

软毛巾，这样可以减少对皮肤的伤
害。搓背时，力气可以大点，但是其
他部位，比如两臂、两腿内侧等一
定要轻，这些部位的肉皮嫩，很容
易受到损害。

在张先生看来，搓澡必须得通
过长时间的尝试才行。“人们都说
熟能生巧，如果长时间干一行，谁
都能摸索出点窍门。我现在只要一
搭手就能知道顾客是什么样的皮
肤，自然就知道应该用多大的劲
儿，顾客最舒服。”张先生说。

搓澡张师傅：

搓澡搓不好，客人不会来第二次

▲这是省城一小区里的公共澡堂。不过，省城街头的
澡堂已经不多了。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张绍英今年74岁了，
他曾经是铭新池的一名老
员工，在那里工作了十几
年，“我把铭新池当成了自
己的第二个家。”他回忆
说，铭新池当时在济南市
非常受欢迎，整个铭新池
有男部和女部。在男部门
口有一块牌匾，写着“一尘
不染”。进入门厅，是一条
长长的通廊，中间是一个
过道，两侧则全都是通铺。
每两个铺位为一组，中间
放有茶几，茶几上有水壶、
水杯和免费供应的开水。
如果饮茶，则需另付茶资。
每组铺位之间，以半米高
的木板隔开。

“上世纪70年代，省城
的很多单位都给员工发放
洗澡票，当作福利。来澡堂
洗澡的人，各行各业的都
有，大家虽然不认识，但是
有说有笑，非常热闹，简直
就是一个小社会。”张绍英
说，从早晨7点钟他就开始

忙活，主要负责给客人泡
茶，还有给客人提供免费
的热水等服务。

当时的条件有限，因
此铭新池成了省城很红火
的澡堂，每天来这里的人
络绎不绝。张绍英介绍说，
铭新池里还设有理发、搓
背、修脚等服务。“有些老
年人行动不便，手脚不方
便，就可以花1毛钱找师
傅给搓背、修脚等。当时
澡堂还免费提供热水。如
果喝茶的话，需要额外再
交1角钱，客人洗澡前，我
们会用紫砂壶将茶泡上，
等到客人洗完澡，正好可
以喝。”

但是随着社会的变
迁，大众澡堂的生意也就
逐渐冷清了。“等到铭新
池关门的时候，我们这些
工作了十几年的老员工
都好像失去了自己的家
一样，哭个不停。”张绍英
说。

原铭新池员工张绍英：

澡堂就像个小社会

▲如今，铭新池早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当时的铭
新池号称“华北第一池”。图为鸟瞰铭新池。(资料片)

格相关链接

济南铭新池曾是“华北第一池”

铭新池位于济南经三
路 纬 二 路 东 北 角 ，建 于
1932年，在 1934年开业迎
客。铭新池是一座“回”字
形四方建筑，有三层楼房，
总面积达到3800平米，有
240个房间，系砖、木、水泥
结构。外圈为二层楼，一层
设有普通座、女子浴室；二
层设有雅座、小房间、大房
间等各种档次的休息室。内
圈为三层楼，一、二层设有
大浴池和洗脸间，三楼为职
工集体宿舍。楼内装饰讲
究，楼梯、地板、家具一应俱
全，铜质茶壶、木制风扇实
用美观。浴池系水泥浇筑，

内外覆以白瓷瓦。西院有供
暖的锅炉房，东院有一个大
蓄水池和一眼水井。规模这
么大的浴池，不仅在济南市
首屈一指，更是享有“华北
第一池”的美誉。

1948年济南解放时，
铭新池的经营收入一度低
微，但在 1956年公私合营
后，其业务又逐渐兴旺起
来。“文革”初期，铭新池改
名为东风池，后来恢复了
原名，但经营状况日渐衰
退，曾一度白天作为澡堂，
晚上作为旅馆。1 9 9 1年，

“铭新池”被拆除，永远消
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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