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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隔一条路，停车利用率差七成

6600个个立立体体车车位位，，只只有有周周末末能能停停满满

个性化学生被模式化培训，家长感叹：

铺铺条条艺艺考考路路至至少少花花十十万万

本报记者 张泰来

60个停车位
只停了10多辆车

济南首个户外升降式立
体停车场位于泉城路与县西
巷交叉口的西北角，是一家酒
店设立运营，最早于去年的12
月19日启用。立体停车场整体
为钢架结构，高度相当于10层
楼，占地约40平方米，内部设
有60个停车位。

“一共15层，每层能容纳4
个停车位，下面4层高一些可以
停放越野车，上面的矮一些放
普通车。”立体停车场工作人员
康明介绍，对于车主而言，将车
辆停在立体停车场跟地面停车
场的区别在于，车主要将车辆
倒进停车场大门内停稳，剩下
的工作交由管理人员完成。

记者注意到，这个立体停
车场对面是一个有120个停车
位的地面停车场，下午3点半，
这里依旧停满了车，很少有空
闲泊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近在咫尺的立体停车场里，60
个停车位只停了十多辆车，七
成停车位空置。

康明介绍，立体停车场的
收费标准是每小时4元，跟地
面停车场价格一样。但是，众
多的车主还是倾向于停在地
面，只要地面还有停车位一般
都不会选择立体停车场。

作为市区最为繁华的商
圈，泉城路周边交通流量巨大，
停车需求也高。但即便如此，县
西巷这个立体停车场在运营一
个多月的时间里，也只有在周
末和节假日才能全负荷运转，
60个停车位全部得到利用。

“大家对于立体车库还是
要有一个习惯接受的过程。”
康明说。

立体停车场都在建
普遍存在闲置问题

立体停车场在济南并不
是新鲜事物，早在几年前，济
南市的一些大型商业综合体
以及医疗机构，甚至一些国企
等停车需求大的单位，就针对
停车难问题先后设立了立体
停车场。但是，这些立体停车
场由于各种原因整体利用效
果并不理想，普遍存在停车位
闲置、利用率不高的问题。

比如在泺源大街一家国
有企业的地下停车场，虽然设
置有三层的立体车位，但除了
第一层正常使用外，第二层、
第三层鲜有停车，基本处于闲
置状态。

目前，在省立医院东院
区、济南市中心医院、千佛山
医院等医疗机构均设置有立
体停车场，历下区的银座商
城、槐荫区的华联集团所属的
华联商厦等商业综合体也设
置了立体停车场。

这些停车场的运营状况
多数近似于县西巷的立体停
车场，节假日利用率较高，但
平时很难全负荷运转，利用率
普遍较低，停车位闲置的现象
普遍存在。

历下区的银座商城最近
还打算将地下停车场的部分
停车位向社会出租，允许附近
棋盘小区、佛山苑等小区的居
民以每月80元的价格，在夜间
将车辆停放在停车场内。

由于立体停车场的利用
率低，济南市也曾有政协委员

呼吁对立体停车场的建设运
营给以政策支持，鼓励发展立
体停车场，缓解停车难问题。

使用习惯难改
即使叫好也难叫座

调查显示，立体停车场总
体利用率低的情况并不是济
南独有，在国内多数城市均普
遍存在。究其原因，从根本上
说，还在于立体停车场的建设
运营成本高，以至于部分规划
配建立体停车场的小区、单位
最终因成本原因放弃。

与一般停车场不同，立体
停车场建成以后仍旧需要持
续不断地投入人力、物力进行
维护管理，后期成本依旧很
高。这也导致部分立体停车场
建成之后，因为无人维护运营
而处于闲置状态。

从车主一方来说，立体停
车场利用率低一则因为人们尚
没有形成使用立体停车场的习
惯，二来在立体停车场停车相
比地面停车场要花费更多的时
间，也需要更高的驾驶技术。

人总是有惰性的，作为新
生事物的立体停车场，车主对
它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目前
绝大多数的车主还是倾向于
使用地面停车泊位，在使用立
体停车场的习惯形成以前，这
个现象将长期存在。

此外，相对于地面停车
场，车主在停车时要将车倒进
室内四五米宽的钢板上，而且
由于两面墙壁的阻挡，视线不
佳，需要相对较高的驾驶技
术，停车体验不及地面停车
场，而且要花费较多的时间。
在同等的条件下，车主自然会
选择地面停车场。

本报记者 樊舒瑜 巩悦悦
实习生 胡泉

考前听两节课
就花了3000元

“艺考马上就考完了，终于
可以歇一歇，和孩子回家了。”
来自日照的丁先生告诉记者，
自打5日艺考开始至今，短短的
半个月时间他已经和孩子辗转
了省内五六个市。

据丁先生介绍，他的女儿
参加的是声乐专业的考试，主
修的科目是古筝。女儿从初中
开始学习古筝，本以为就只是
弹弹而已，可等慢慢深入学习
后才发现原来不仅要学弹古
筝，另外还要辅修乐理、声乐等
科目。刚刚开始接触学习时，一
天只需上一个课时，价格为200
元，但等到其他科目开始学了，
一天可能上三四个课时，费用
也增加了不少。甚至在年前的
一段突击培训中，一天最多上
到六个课时。“我粗略计算了一
下，到现在为止，孩子仅仅学习

专业已经花费10万元左右了。”
丁先生说。

同样，在青岛参加播音考
试的青岛考生小林告诉记者：

“临考试前，找了省内一个知名
主持人，听了两节课花了3000
元，这还不是最顶级的老师。”

家住济南的小张学习钢琴
四年了，在妈妈的陪同下，从2
月4日就出门考试了，到2月14
日，她已经报考了12所学校。

“孩子第一次出远门，我放心不
下就跟着她一起考试。”小张的
妈妈张女士说，从孩子开始学
习专业起，单是报辅导班的钱
就有六七万元，孩子学专业课
的同时还请了家教辅导文化
课，算下来10万元远远不止。

考省内五六所学校
光报名费就上千

2月14日10时许，淄博市十
七中门外，一名陪考人员正等待
着自己负责的考生走出考场。这
名陪考人员介绍，他们培训机构
提供带队陪考服务。“吃住行全
包，考生们专心考试就行，我们

提供后勤保障。”这位陪考人员
介绍，前期是每位学生一次性交
清3600元，多退少补，因为对考
生来说比较方便，所以不少考生
选择这项陪考服务。

“出来已经是第9天，现在是
花了3000多元，包括住宿和报考
费。一天光打车就花50多元。”考
生家长朱先生说。除此之外，每
所学校的报名费一般是200元，
进入复试则需要再缴纳100元左
右的复试费。一名考生少则报考
五六所，多则报考十余所，仅报
考费就是一项不小的开支。

同样是陪孩子参加艺考的
牟先生是从德州来淄博的。他
告诉记者：“半个月里孩子一共
报了十来所学校的考试，算下
来单单报名费就已经2000多元
了。加上来回的车费、住宿费
等，已经花费万元以上了。”

音乐舞蹈没“上限”
播音编导算省钱的

此前曾有媒体做过调查，
考生的花费主要集中在专业培
训费、购置器乐费、服装费、报

名费以及住宿、吃喝等。综合算
下来，十几万元是普遍现象。

就专业本身来讲，根据记者
对艺考各个专业的花费进行粗
略统计，美术类专业是靠慢功
夫，花费是细水长流，预计花费6
万元；音乐、舞蹈等花费虽然预
计6万，但是由于要买乐器、参加
长期培训班以及购买各种演出
服装，属于烧钱打不住，花费没
上限；与之相比，播音主持、表演
专业以及编导摄影等，基本属于
短期突击和速成的，预计花费基

本在2万到3万不等。
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

学院副教授杨杰在接受采访时
指出，“可以肯定艺考培训对于
一些有志于系统化学习某种艺
术形式，在艺考中取得理想分
数有帮助，但艺考培训存在弊
端，艺术是个性化的美，而艺考
培训是模式化的，工艺化的批
量生产把艺术当成一种工具，
并不是真正的艺术，更不能通
过培训提高一个人的艺术天分
与素养。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急剧攀升，停车难问题越发突出，向地
下和空中要停车位也成为解决停车问题的一个选择。去年12月，
济南市首个户外升降式立体停车场在泉城路现身。在运营两个
月后，这里的车位利用率如何？15日，记者进行了探访。

2017年艺考接近尾声，据初步统计，今年仅来淄博参加考试的艺考生就达到13 . 7万人次。采访中不少考生家长坦言，报培训班、购买器材、
艺考花费，现在培养一个艺考生动辄要花费十多万元。随着近年对艺考生文化课要求越来越高，录取率逐渐降低，艺考考也越来越不“易考”。

位于济南县西巷的立体停车场内，停放的车辆屈指可数。

本报记者 张泰来 摄

15日，几名家长正在考场外等候考生。 本报记者 樊舒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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