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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芙蓉蓉街街上上满满眼眼都都是是外外地地小小吃吃
制作工艺复杂利润又不高，济南名小吃竞争优势不明显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张涵

三家油璇经营户
没一个是济南人

“油璇、油璇、老济南油
璇。”8日上午，在芙蓉街中段
的“李记”油璇门口，店员任先
生正在招呼着客人。由于不是
周末节假日，芙蓉街上的人并
不是很多，十几分钟的时间
里，任先生只卖出去了25块钱
的油璇。

“我们在这干了十几年
了，油璇卖10块钱5个，已经算
是很便宜的了，南边有一家的
油璇都已经卖到5块钱一个
了。”据任先生介绍，今年的油
璇生意还不错，“这几天天热，
白天人很少，等到晚饭的时候
人就多了。”

同大多数芙蓉街的店铺
差不多，任先生所在的这家小
店很简单，外面是一张桌子，
里面是做油璇的案板、烤炉。
在北侧的芙蓉记油璇店，店门
口的油璇俩字上面，写着大大
的“正宗老济南名吃”几个字，
油璇俩字下面则挂着济南旅
游推荐小吃、电视台专题报
道、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几个牌子，店铺两边还挂着

“品齐鲁文化、吃芙蓉油璇”的
字样。在这种包装之下，这家
店的生意显得要好一些，门前
不时有人经过，驻足买上几个
油璇。

“来济南就得尝尝济南特
有的小吃，这条街上这家店看
起来比较正宗。”济宁游客吴
女士带着孩子来济南玩，专门
给孩子买了几个油璇，孩子吃
得津津有味。但是吴女士也感
到不过瘾，因为除了油璇之
外，她没看到其他的济南特色
美食，只得又给孩子买了条看
起来还比较新鲜的“轰炸大鱿
鱼”。

“去年我带着一个从南京
来的同学到芙蓉街，想吃点济
南的东西，找了一圈没找着，
最后吃的鸭血粉丝汤，我那个
同学笑称自己是‘穿越’了。”
市民徐先生说。

正如吴女士和徐先生所
看到的，走过整个芙蓉街和芙
蓉巷，正宗的济南特色小吃寥
寥无几，三家油璇店在众多外

地小吃中，显得更加宝贵。“至
少游客回去还能记得济南有
个油璇，而不是只记得鸭血粉
丝汤、臭豆腐什么的。”徐先生
说。

“这条街上三个卖油璇的
都不是济南人，”芙蓉街管委
会主任李加华说，“别说济南
特色小吃了，济南人在这卖小
吃的都越来越少。”

“我老家是枣庄的，做油
璇是来济南之后学的。”任先
生说，他只是这个店的打工
者，老板是哪里人，他也说不
清。

芙蓉街上名小吃
“品”不出济南味

记者在芙蓉街上转了两
圈，烤猪蹄、臭豆腐、老北京爆
肚、南京鸭血粉丝、米线、饮
料……各种各样的小吃让人
眼花缭乱。虽然有四家“泉城
烤肉”也在名字上打出济南的
特色，但是所出售的小吃却品
不出济南味。

这样的局面并不是芙蓉
街的管理者想要看到的。“芙
蓉街是2006年打造完成的。”
芙蓉街社区居委会主任刘慧
当初虽然还没有来到芙蓉街
工作，但是对芙蓉街的情况也
有一定的了解。当时对芙蓉街
的定义是一条能够体现济南
特色的街区，“理想的业态应

该是以有济南特色的文化、旅
游产品为主，另外再加上少数
的餐饮。”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打造
完成之后，相关部门最初也进
行过引导。“一开始芙蓉街打
造完成之后，没人会想到它能
像现在这么火。”刘慧说，当时
街道办、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
到各个地方去引进一些有济
南特色的老字号，请他们来芙
蓉街租房开店，“燕喜堂也曾
经在咱芙蓉街经营过，后来因
为种种原因离开了。”

刘慧说，当时招商的时候
也遇到一些困难。“那个时候
芙蓉街和大观园的业态差不
多，我们去引进这些名小吃、
老字号的时候，有不少商户都
认为大观园要比芙蓉街好，所
以都不愿意来，而选择去大观
园开店了。”

谁也没想到，随着泉城路
商圈的发展和恒隆、世贸等大
型商场的开业，芙蓉街能火成
现在这个样子，“之前芙蓉街
的北段店铺很少，好多都是居
民自住的，现在整条街都是商
铺了。”刘慧说，有一对做油璇
的夫妇当初选择了大观园，看
到芙蓉街生意好了之后，也希
望能够到芙蓉街来经营。“可
我们哪有房子呀，芙蓉街的房
子大约有一半是私房，还有一
半是企管房、自管房、公房，我
们没有房子去出租，也不能限

制商户们把房子租给谁。”

房子多在个人手里
经营业态难以引导

这也正是管理方面遇到
的最大问题。“我们希望房主
能把房子租给和济南特色小
吃有关的经营者，但如果有一
家做臭豆腐的经营者出的房
租比这家更高，那这个济南特
色小吃就没法到这里经营，久
而久之就形成了跟现在一样
的局面。”李加华说。

“这些小吃店换得太快
了，而且会有雷同的情况。”李
加华说，之前一段时间臭豆腐
特别多，后来臭豆腐少了，烤
猪蹄又多了，整个芙蓉街上现
在至少有10家卖烤猪蹄的，此
外还有一些饮料甜品，一开就
是好几家。而对于一些济南名
小吃而言，要想真正经营下去
需要沉下心，这种频繁的变更
并不利于特色小吃站住脚跟，
也不利于整条芙蓉街形成济
南独有的特色。

“现在230家店铺里，有166
户是经营小吃的。”李加华说。
下一步街道、居委会将对一些
违规开门开窗的店铺进行“封
门堵窗”。“涉及131家，这项工
作进行完了之后，芙蓉街上的
小吃可能要减少一半。”

李加华表示，“封门堵窗”
后，有一些原本临街的小吃店
可能会转为室内经营，届时芙
蓉街的环境会好很多，“但我
们还是没有办法对业态进行
很好的引导，也没有什么好办
法让更多的济南特色小吃进
入芙蓉街。”

成本不低却卖不上价
名小吃难抗市场压力

既然管理部门没有好的
办法进行引导，那么济南的特
色小吃就得靠自己进入芙蓉
街这个小吃的大市场。要迈出
这一步，房租就是一个最大的
坎。

“你知道现在芙蓉街的房
租涨到多高了吗？”李加华指
着一间不足十平米的房间说，

“就这间房，如果要临街的话，
每年的租金得50万元左右。”任
先生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家
油璇店的那半间店铺，每年的
租金是30万。“刚开始干的时候

才十万出头，租金越来越高。”
如果要单算一个油璇的

材料，可能只需要几毛钱，但
加上房租，这个成本就会大
幅攀升。现在，任先生所在的
油璇店除了五种口味的油璇
外，还增加了黑芝麻酥、花生
酥、马蹄酥等不属于济南特
色的小吃。“这些都是从别的
地方进的货，就是为了增加点
收入。”

“这么高的成本，一般的
小吃根本支撑不起来。”济南
餐饮业协会副会长王福全说，
要 在 这 些 小 吃 街 上 站 稳 脚
跟，出售的产品必须要有卖
点，制作相对简单，并且利润
要高。但济南的特色小吃大
都是制作复杂、利润低的，仅
从这两点上，在和外地小吃进
行生存竞争的时候，就不具有
任何优势。

舜耕山庄集团行政总厨
王 斌 有 时 也 会 去 芙 蓉 街 转
转，从中看出了一些门道。

“一些外地小吃，比如臭豆
腐，只需要一个人，两三平米
的店铺就可以，再加上豆腐
用的也不是传统毛豆腐，因
此制作起来很简单，1 0块钱
一碗的话，利润非常高。”但是
济南的这些小吃就不一样了，
就拿油璇来说，制作需要现场
揉面、卷起来，煎完之后还得
烤，这样一是需要的店面大，
人工多、成本高却卖不了太高
的价钱。

从济南特色小吃自身而
言，也存在一些不适应小吃街
的因素。“济南的这些小吃，大
都是以满足温饱为目的。”济
南老字号协会秘书长吴强还
发现了另外一个原因。“同南
方一些城市相比，济南人很少
有吃下午茶、夜宵的习惯，因
此济南的小吃基本都是吃饭
的时候吃的东西，人们在逛小
吃街的时候，吃上那么一两种
就饱了。”而人们逛小吃街，大
都是希望边吃边逛，一两种显
然不能满足需求。

此外，像芙蓉街这种小吃
街，最主要的客流就是年轻
人，王福全认为：“年轻人的口
味追求一些刺激、跳跃的口
感，所以可以看出，小吃街大
多数的小吃都是带点辣味的。
而在这一方面，济南的特色小
吃 也 不 太 符 合 年 轻 人 的 口
味。”

■名小吃沉浮录·调查

说起芙蓉街，在济南可
谓无人不知。到芙蓉街逛逛、
品尝小吃也是很多外地游客
的必选行程。这样的一条历
史名街，本应是济南向人们
展示自己民俗、饮食特色的
一个窗口，现在却成了摆满
全国各地小吃的小吃街，在
其中想找到正宗济南小吃已
经不那么容易。而芙蓉街上
的这种景象，也是济南各条
小吃街的一个缩影。

逢周末节假日，芙蓉街

都是人气爆棚。然而，满街小吃

却很难找到济南名小吃。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芙蓉街上一家油璇店对自己做了充分包装，吸引了不少客人。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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