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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济南独立人文书店

并不多

在很多城市，书吧已经不是
个新事物。与书店不同，它多了
些喝东西聊天的地方。但它又区
别于咖啡馆，还多了几分书卷
气。“就想安安静静看会书，”平
时工作繁忙的杨雪想通过一种
休闲的方式度过假期，然而这个
小小的愿望似乎也很难实现。

从济南的情况看，多数小书
店里都是考试用书，比如英雄山
文化市场一带，就主要以教辅书
的批发为主。而新华书店等大型

书店里，常常是熙熙攘攘，连个
坐的地方都没有。也有人会自己
带本书去咖啡馆，但是又失去了
那种在书海中寻觅的乐趣。相比
之下，真正合乎条件的书吧的影
子就很难寻觅到。

2003年，朝山街国防商厦二
楼曾经有一家闲情瓦当书吧。经
营者是多年从事老舍研究的学
者李耀曦。据李耀曦介绍，当初
开闲情瓦当，也是受了深圳一家
名为“物质生活”的书吧触动。用
李耀曦的话说，“触动了读书人
的某根神经”。因此，在考察了北
京大学附近一些小书吧后，他开
了闲情瓦当这间书吧，并明确将
之定位为城市书桌、休闲空间。

李耀曦说，这间文化定位的书吧
是要给泉城后花园点灯。

而现在，在高新科技园区内，
也有一家品聚书吧。从2013年12月
24日开业至今，品聚书吧经营的时
间也不长。书吧里，咖啡色的装修
风格透出一股安静雅致的文化气
息，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类书
籍，角落里则设有崭新的桌椅供
人坐下来品茶、阅读。

做书吧太超前

处于亏损状态

李耀曦的闲情瓦当曾经受
到不少读书人的喜欢。据李耀曦

介绍，鼎盛之时，不少外地人来
济时专门去体验一把，甚至受到
新加坡媒体的关注。但李耀曦也
坦言，书吧终究是“叫好不叫座，
赔钱赚吆喝”，最终还是在2005
年秋天因高价的房租、微薄的利
润、稀少的客人不得不停止营
业，仅仅存在了不到三年。资金
不足、缺乏经商经验等都是闲情
瓦当没能长远走下去的原因。

品聚书吧的徐欣也坦言，书
吧没人来是正常的、冷清也是正
常的，这是书店的一种常态。“只
要有人来，就是一种惊喜。”徐欣
略带夸张地说。“经营书店需要
沉重的房租和人工成本，并且书
的利润又薄。”在徐欣看来，大家

都转向从网上买书、下载电子书
或者从图书馆借书也对书吧造
成了巨大的冲击。而品聚书吧在
政府的扶持下已经减轻了租金
负担，但是从开业到现在，基本
还是亏损状态。

“我们当然希望看到越来越
多的私人书吧，多一个类似图书
馆的书吧，市民就多一个阅读
点。”济南市图书馆副馆长吴伟
认为，公立图书馆毕竟有限，更
多的图书馆可以给市民提供更
多选择。“市图书馆在全市有50
多个读书点，也就是为了更加方
便市民读书的。从这一方面来
讲，私人的这种书吧和公立图书
馆是殊途同归的。”

清清明明想想读读书书，，书书吧吧难难寻寻觅觅
除了图书馆，市民想边休闲边充电的地儿还真不多

品聚书吧的活动休闲
区。（资料片）

清明小长假，很多市
民在景点扎完人堆后，都
想在上班前找个清静的
地方看会儿书，享受一份
惬意。但真找起来才发
现，偌大的济南竟难找一
个书吧。

这可能与目前书吧
不景气的发展状况有关，
济南市图书馆副馆长吴
伟称：“私人书吧缺少政
府方面的扶持，又没有成
熟的商业模式，多数处在
亏损状态中。”

本报见习记者 万兵

王红星 实习生 阮一锋

12345热线3天
受理火灾23起

本报4月7日讯(记者 刘雅
菲) 清明节期间，12345市民服
务热线共受理火灾问题23起，45

件。还有不少市民来电反映要求
加强公墓管理。

据12345热线工作人员介
绍，5日到7日，12345共受理群
众来电、市(省)长信箱邮件、短
信和微博、微信19358件(电话
18870个、邮件89件、短信197条、
微博94条、微信108条)，日均受
理量6453件，较去年同期增长
36 . 1%。

因天气干燥，清明期间部
分地区发生火灾。12345热线3

天受理火灾问题23起，45件。如
历下区旅游路转山隧道南邻山
坡、转山西路东段转山公墓，长
清区五峰街道办事处王峪庄、归
德镇胡同店村附近山体，历城区
港沟办事处桃科村麒麟山，市中
区二环南路与二环东路交叉口
山大南校区东侧山体，章丘市
绣源河银鹭厂附近绿化带等
处。经反馈，火灾大多被及时
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

清明节期间

祭扫人数达21万

本报4月7日讯 (见习记者
王杰 实习生 杨国强) 7

日，记者从济南市民政局获悉，
清明节三天假期，济南市殡仪
馆、济南市莲花山殡仪馆和玉函
山安息园等9家经营性公墓共接
待祭扫人群211210人，祭扫车辆
21034辆，其中玉函山安息园接待
96040人，与去年相比，总祭扫人
数明显下降。其中，清明节当天
的祭扫人数为130059人，比去年
清明节当天祭扫人数相比，减
少近一半。

南部山区游客分流

三三天天假假期期
西西部部赏赏花花游游火火了了

本报4月7日讯(记者 王光营) 7日，
三天清明小长假结束。记者获悉，由于大
小门牙景区歇业改造，部分景区遇到市场
瓶颈，不少游客被分流。省城西部赏花旅
游受到青睐，吸引了数十万游客前往旅
游。

“每天都有数万人来看油菜花，比往年
多了很多。”清明小长假期间，与以往首选去
南部山区不同，市民王女士和家人到长清双
泉镇看万亩油菜花。

王女士表示，她有朋友来过这里，说油
菜花非常漂亮，正好南部山区也没有什么好
玩的，就选择到省城西部游玩。

“我们景区三天时间迎来了4000多名游
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据五峰山景区工
作人员介绍，西部游客的增多也给一些冷门
景区带来了机会。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在假期之前，五
峰山对景区旅游项目进行了提升改造，山
路整修后更加适合攀登。周边农家乐等配
套设施也比较成熟，为游客出游解决了后
顾之忧。

由于天气晴好，很多人都携家带口登
山赏花。尤其是学生客流，大学生人群占
了很大一部分，200多名大学生来景区举
办公益活动。

记者了解到，平阴海棠园50多个花色
也迎来了数万名赏花游客，再加上土特产
展销、海棠花开摄影大赛、品尝玫瑰阿胶
养生宴等活动，吸引了不少踏青客。虽然
没有举办海棠节开幕仪式，但每天仍吸引
近万名游客前来赏花。

“以前南部山区是近郊游的重心，现
在游客转移比较明显。”据济南市旅游局
工作人员介绍，西部郊区旅游异军突起，
除了长清双泉镇的万亩油菜花和万亩雪
桃花，大批游客还前往马山庙会赏花购
物。

据了解，清明小长假之前，南部山区
大小门牙歇业改造，让不少想去南部山区
休闲旅游的市民扑了空。以往热闹非凡的
水上划船、农家乐等旅游项目被其他景区
取代，部分游客被分流到了西部景区。

假日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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