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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盛盛和和和步步步行行行街街街，，，
十十十年年年挣挣挣扎扎扎难难难破破破经经经营营营困困困局局局
文/本报记者 李小凯 见习记者 李晓东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在潍坊，从商超到步行街，可供市民选择的购物地点已经越来越

多，步行街作为散步式的购物场所，相对于商超消费有着自己的先天优

势。但从2003年到现在，作为潍坊最有名气的步行街，盛和步行街却在

经历了近10年的挣扎之后面临经营困局，客流量小，再加上店面房租的

压力，让部分商铺不得不选择退出。

生意惨淡

店主打牌打发时间

24日下午一点半左右，记者
来到盛和步行街，发现整条街上
的商铺开门营业的不少，但是人
气冷清，以致于不少商铺店主靠
打牌打发时间。

据粗略统计，盛和步行街目
前至少有20家商铺处于歇业和转
让的状态。一位开服装店的张女
士告诉记者，平时很少有人来购
物，经营最好的时候也就勉强维
持收支平衡，不少店都快撑不住
了，等找到新工作，这个店她也不
开了。在步行街开店也有5、6年的
时间了，张女士觉得步行街上客
流一直比较少，虽然说房租相比
其他地方便宜一点，但是没人来
也没有用，“钱都交了房租了，还
不如出去打工挣得多，连个人都
没有，只能打打牌了”。

随后，记者来到一家挂牌转
让的商铺，老板告诉记者，这边房
租相比温州商城那边便宜了很
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进不

来人，哪怕有人家五分之一的盈
利，也就不会转让了，“现在根本
不赚钱，一点办法也没有”。

虽然商家们对客流少、利润
低倍感无奈，但作为消费者，市民
们的反映却有些让人意外。正在
逛街的徐女士说，在步行街买衣
服总感觉“有些乱”，一件T恤就卖
300多，也不知道什么牌子，还不能
讲价。跟商超的集中专柜销售比
起来，徐女士坦言不喜欢步行街
的这种购物感觉。

品牌弱势

没有形成共赢商圈

自2003年正式对外招商，盛和
步行街起初给予大家的期望并不
算低，但为何在经历10年的挣扎
之后经营出现如此困局？

开女装店的玄女士告诉记
者，从开店至今她店里的生意还
算不错，但主要还是老顾客多。玄
女士称，步行街位置虽然不错，但
是周围没有停车场，也没有紧邻
大商场，导致人气不行，想把生意
做好，只能依靠积攒老顾客。

同样是经营女装的刘女士解
释说，2003年刚开业的时候，步行
街上还会统一播放音乐，商铺也
都统一时间开关门，可现在这些
都没有了，周边连洗手间都没有。
刘女士还告诉记者，她对步行街
的管理存在不满，周围老是有店
铺关门、转让，给来逛街的消费者
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对生意或多
或少的也有影响。

记者还了解到，盛和步行街
除了西侧有几家知名品牌入驻
外，街内多为一些市民不熟知的
品牌，没有品牌效应带动。在步
行街东侧搜酷城，开业不到一年
的时间就因经营问题进行调整，
跟步行街之间没有形成共赢商
圈。与此相反，不远处的地下名
店街与百货大楼、温州商城等借
助商业集群效应带来的优势，赢
得了不少商机和人气。

十年困局

亟待重新规划调整

记者在地下名店街看到，虽
为周四工作日，但前来逛街购物

的市民仍有不少，与盛和步行街
生意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里位置不错，有几个大商场
为依托，很多人逛完商场，走着
走着就走进来了。”同样是做服
装生意的钟先生告诉记者，名店
街因为是在地下，跟过街地道都
联通在一起，为消费者营造了一
个很好的购物环境。

记者在地下名店街看到，整
条街有众多知名品牌入驻，管理
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很多品牌
都是由管理方联系引进的，也为
整条街以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与之对比，面临着“商铺
装让、歇业”等困扰的盛和步行
街，是否应该在近10年经营之后
进行重新调整？

当天下午，记者采访了盛和
步行街开发商负责人林先生，他
告诉记者，步行街从最初开始铺
面都已经出售给了业主，具体的
租赁情况及品牌引进等方面协
调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同时林
经理表示，目前正在联系周边单
位，对步行街的原有规划进行调
整，改善步行街整体环境。一家店铺贴出的“低价转或租”。

不少店主靠打牌打发时间。

步步行行街街上上的的客客流流量量并并不不是是很很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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