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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晚上上客客少少，，商商场场普普遍遍99点点半半歇歇业业
烟台夜间消费面临客源短板，急需激发活力

提升夜间消费

要贴合市民需求

烟台市商务局副调研员李少
杰介绍，前几年，烟台出台过一些
政策，鼓励发展夜间经济，夜间经
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与一些
大城市相比，依然不够活跃。

李少杰说，首先是消费习惯的
问题，市民的夜间消费习惯还有待
提高。“同时需要各方面的努力。”
李少杰说，商家延长营业时间，财
政上的补贴、公交车等配套设施跟
上等，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鲁东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邓兆
武介绍，他去广州出差，发现那边
的夜间经济很活跃，消费群体比较
庞大，他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
革新，夜间消费活跃也能提升城市
的整体发展水平。

“政府还是应该加强引导。”邓
兆武分析，想提升夜间消费，关键
是要贴合市民的需求，这个消费肯
定不能太高，要有合适的去处。邓
兆武说，出台一个整体规划很有必
要，并且要做出咱烟台自己的特
色，比如朝阳街附近，挖掘特色建
筑的历史内涵，同时发展夜间消
费，让咱烟台人晚上也能有自己的
好去处。

本报记者 王永军

““裸裸装装””走走进进农农贸贸市市场场，，蓝蓝莓莓身身价价大大跌跌
每斤售价十几元，比刚上市时降了一半多

本报7月22日讯（记者 秦
雪丽 实习生 廖彬） 作为

“水果皇后”，蓝莓近期身价降了
不少。一改之前雍容华贵的精美
包装，以散装的形式进入农贸市
场，蓝莓现在每斤售价十几元，
而在6月份上市时每斤售价40元。

“蓝莓每斤18元，买点吧！”19

日，在红利市场，水果商贩叫卖
着。相对前段时间，蓝莓身价下
跌。如今，蓝莓从高大上的商超
专柜走向街头巷尾的农贸市场，
每斤售价在18元-20元之间。

“刚开始的时候，每斤40元，
再后来30多元，现在是18元。”这

位摊主一边挑拣着蓝莓一边向
记者介绍，这些蓝莓来自牟平，
马上就进入扫尾期了，今年价格
确实低，前几日大量上市的时
候，她还卖过14元一斤的价格。

在红利市场，一些品相不
好、果实发软的蓝莓打出了“5元
一斤”的招牌，“这些买回家可以
做成果酱，很适合老人孩子吃。”
一位商贩说。

据了解，近年来烟台本地农
户开始涉水种植蓝莓，而在青岛
胶南等地，蓝莓产业已发展得比
较成熟，临沂也有蓝莓种植。烟
台市场上的蓝莓有不少来自青

岛、临沂等地，而外地蓝莓大多
进驻商场超市。

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蓝莓身
价也开始下跌，从最初的上百元到
几十元，再到目前的十几元。对此，
有人认为是理性回归。一位业内人
士介绍，因为营养价值高，蓝莓颇
受市民欢迎，之前种植面积小，蓝
莓价格高是理所当然，但随着种植
面积的扩大、丰产期的到来，跌价
也在情理之中。

该业内人士称，一般来说，种
蓝莓一亩能挣2-3万元，即使按照
目前的价格销售，蓝莓种植户也不
赔钱，利润还是比较可观的。

“蓝莓以散果的形式，在农
贸市场销售，这在之前是没有过
的。”三站果品批发市场蓝莓服
务团队一位负责人说，蓝莓价
跌，缘于今年产量大增，蓝莓树
种植三年后结果，第四年进入丰
果期，目前烟台的蓝莓很多进入
丰产期。

对于目前蓝莓的销售模式，
该负责人觉得有点粗糙。“打价
格战不是一件好事。”该负责人
称，果农着急摘果子着急销售，

自己拿到农贸市场或批发给商
贩拿到农贸市场上销售，容易造
成烂果的损耗。

“没有精心挑选和包装，降
低了附加值。”该负责人称，精包
装的蓝莓在浙江、广州、北京、上
海等地市场很不错，他们为客户
提供专业服务，上市的蓝莓果实
都会经过预冷、挑选、包装等程
序，进行标准化生产，实现利润
最大化。
本报记者 秦雪丽 实习生 廖彬

销售模式粗糙，打价格战不是好现象

晚上9点半，不少商超就关门了

10日晚上9点，市民陈女
士和朋友在振华商厦服装区
闲逛着。最近天太热了，她想
买条裙子。可刚试穿了两件，
就听广播里传出声音，提示商
场快关门了。

“烟台的商场关门太早
了。”陈女士说，她从外地来烟
台工作两年了，白天工作时间

紧，就想趁着晚上来购物。
在烟台各大商超中，沃尔

玛和大润发上午8点开始营
业；世茂、永旺、壹佰货上午8

点半开始营业；还有的9点开
始营业，如振华、银座、新世界
百货、百盛等；贵和佰泓名店
则是上午9点半开始营业。

而说到晚上的歇业时间，

大多有夏季和冬季的区别，夏
季普遍在晚上9点半关门，振
华、银座、百盛、新世界百货、
沃尔玛都是如此，其中百盛周
五、周六延长到晚上10点；冬
季则普遍在晚上9点关门。

在市民李先生看来，烟台的
经济实力在全国也是数得着的，
但夜间还是缺少了一点活力。

夜市带来活力，但有规模的不多

近几天，每到晚上7点多，
西南河夜市上就开始热闹了。
摊位上都摆出了货物，五金用
品、小家电、布料、衣服、鞋子
等。晚上8点左右，来逛夜市的
人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年轻
人，也有一家三口来的。

今年62岁的尹丽华从2000

年开始就在夜市上摆摊，如今

她在西南河夜市专门销售十字
绣产品和贴画。她说，一季度她
向市场交纳1200元摊位费，此
外每个月还要交20元电费和50

元储存货物的费用。尹丽华觉
得，晚上9点左右人最多，一般
干到晚上11点就收摊回家。石
仁勇一家三口在夜市上经营日
用品，这几天他的生意也很火，

好的时候一晚上赚四五百元。
据了解，今年5月1日，火车

站夜市也开门迎客，给市民晚
上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好去处。

然而，夜市在给市民带来
方便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有规模的夜市不多，分布
也比较分散，对市民的吸引力
不足。

曾延长营业时间，但几乎没顾客

“超市也曾营业到11点，
但顾客并不多。”大润发超市
客服经理崔女士说，目前超市
营业到晚上10点，也尝试过延
长营业时间，但是没啥顾客。

崔女士说，关键在于客
源，大润发的购物高峰有三个

时间段，上午9点左右、下午3

点到5点、晚上8点左右，晚上9

点半后，客流就明显减少了。
王焱在上夼西路经营一

家怡冰24小时便利店。她说，
夏天确实是24小时营业，冬天
的时候可能晚上要关门。

“市区不少24小时便利店
都没了。”王焱介绍，以前市区
有30多家24小时便利店，现在
也就十多家了。王焱说，24小
时便利店关键是要解决客源
的问题，但是在不少地方，一
到9点半左右就几乎没人了。

本报记者 王永军

烟台作为沿海城市，
夏季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避暑，美丽的夜色更是给
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夜间消费始终是一
块短板，缺少活力，不少人
觉得商场晚上歇业有点
早。如何提升夜间消费，让
市民享受更方便的购物生
活，是摆在市民面前的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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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年轻人来逛夜市。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专家说法

晚上八九点钟，夜市里十分热闹，给烟台的夜间消费生活增添了不少活力。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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