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锦江

各色食摊、饰品、飘荡的油
烟味，这就是夜市，这里是小人
物求生存活的阵地，有人指望它
养家糊口，有人依靠它休闲娱
乐，这是草根阶层们自己的夜经
济。虽然它的脏乱差与城市规划
还有一定距离，但是因为大量无
力消费商场经济的群体存在，这
种更加便宜的消费方式仍然有着
顽强的生命力。

夜市迎合了随机消费

晚上10点以后走在潍坊的大
街上，市民多会感慨不已，潍坊真
漂亮。

五年前，记者曾采访过一位苏
州客人，他说，晚上10点以后，潍坊
的大街上除了出租车再看不到其
他车辆，漂亮霓虹下的潍坊城市还
是不够热闹。这位苏州客人一个直
观的感觉就是没有特别吸引人的
去处，晚上更是没有夜生活。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城市亮
起来之后，市民有了出来逛逛的愿
望。在潍坊老体育场举办首届青岛
啤酒节时，其火爆的场面有些出人

意料，一位啤酒节负责人说，他们
也担心费那么大劲办了这次啤酒
节没人参加怎么办。没想到市民反
应这么好，其中有不少人是开着车
过来的，现在场外的停车位已经
非常紧张了。

随后几年在金沙广场、在白
浪河边，啤酒节办一次火一次。
近期泰华举办的啤酒节依然人山
人海，在V1广场白浪河畔，每天
晚上都坐满了休憩饮食的人们。

有媒体报道，合肥市委书记
吴存荣曾表示，不要有点空地就
想着搞大商业，合肥也要搞夜

市。南昌同样把夜市经济作为一
个衡量城市现代化水平、老百姓
幸福指数的重要标准。

众多城市的执政者已经意识
到，夜间消费对于消费经济的拉
动力量是巨大的。对于商超等规
划化业态有需求，对于草根经济
代表的夜市同样应该繁荣。目前
商超经营仅能满足市民10点钟之
前的消费休闲，而到了 1 0点之
后，以年轻人为主的随机性消费
环境并不具备。

夜市正是迎合了市民的这方
面需求。

霓虹下藏着草根们的属地

2009年初，潍坊在中心城区启
动了亮化工程，一时间东风街、胜
利街、和平路、四平路、潍州路、文
化路、北海路等主要夜景景观大道
和重要特色建筑的夜景亮化初具
规模，涉及金融业、商业、餐饮业三
大服务行业的建筑物以及重要的
公共设施和建筑在霓虹的装扮下
也变得流光溢彩。

在谈到这次亮化工程，其参与
单位仍会说，其投入之大、范围之
广以及规格之高均为历史之最。完
工后将大大提升城市品位，促进服
务业繁荣发展，丰富市民夜生活。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

质量在提高、消费观念在更新、休
闲时间在增多，一个新颖的经济形
态———“夜市经济”应运而生。夜市
经济在城市发展的历程中并不陌
生，特别是在人口集中的城市区
域。

曾游历过众多国家城市的自
由职业者王素华发现，夜市经济在
欧美等国家并不繁荣，在欧美不少
城市夜间除了酒吧几乎没有经济
可言，而在中国却有。

王素华个人分析认为，城市人
口有限，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习惯有
别，欧美等城市没有夜市的生发土
壤。记得澳大利亚的普利斯班城，

晚上走在街头饭店早早打烊，超市
五六点便关门，仅有几个酒吧还有
比较旺盛的人气。在一些小镇甚至
下午3点就关门，人们或出行、或与
家人共享天伦。

而在中国，多数城市的夜市却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人气基础。特
别是夏夜，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游玩
消暑，这其中所蕴含的经济能量深
不可测，如果在旅游城市，更是令
无数商人无法自持。

时至2012年中，亮化工程的覆
盖和质量仍然在不断升级。霓虹之
下，一种熟悉的经济形态在新的环
境中更有生命力。

最基层的活力所在

实际上潍坊的“夜经济”
并非一片空白。现在的后门街，
新华路、文化路等都形成了一定
规模的晚间经济区域，它们为丰
富潍坊的“夜生活”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但是仅有这些还远远不
够，一些专家表示，要想把潍坊
的“夜经济“真正搞上去，还要从
打造“特色”入手。

潍坊学院经济学家教授李
亮曾接受采访说，潍坊夜经济不
成气候主要是因为缺少有特色
的区域性的经济圈。潍坊学院
旅 游 管 理 学 院 院 长 刘 勇 也 表
示，发展潍坊“夜经济”最主

要的消费主体还是应该依托当
地人。应根据本地人的生活习
惯和消费习惯来加以引导。与
广州等南方大城市相比，潍坊
本地人晚间不愿外出的习惯短
期内是不容易改变的，但是，
可以想办法吸引那些年轻人和
白领等高消费人群来参与“夜
经济”。

观察一些目前已经成型的
夜市经济区，年轻人和白领占
据了绝对主力。

在世纪泰华附近开车摆摊
的张群说，他和女友在网上批
发了很多文化衫，每天晚上开

着车在泰华附近摆摊三个小时
左右，生意时好时坏，但主要
是图个开心。晚上摆摊除了结
识一些摊友之外，还能碰到很
多年轻人。张群说，有时碰到
对脾气的，50块钱进的衣服50块
钱就卖。

有时候作为城市管理者会
对 这 样 的 草 根 经 营 者 予 以 打
击，而更多的时候会对这样的
草根经济采取一种“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式的管理姿态。因
为这是一个区域的经济活力所
在，这也是一个个小人物们市
井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灯灯红红酒酒绿绿不不是是人人人人享享受受得得起起

夜夜夜市市市才才才是是是最最最市市市井井井的的的夜夜夜经经经济济济

晚上10点，玉龙东路上的夜市人已经很少了，摆摊的人也开始收摊。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夜夜市市上上的的商商品品虽虽然然大大多多不不是是高高档档货货，，但但是是却却实实实实在在在在给给消消费费者者提提供供了了方方便便和和实实惠惠。。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国国祥祥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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