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市民在家洗澡及养生会馆冲击，澡堂生意大不如前

公共浴室，路在何方？
文/本报记者 张婧婧 片/本报记者 郑美芹

公共浴室涉及公共卫生，消毒是重点

公共浴室涉及到公共卫生，记
者从东营市卫生局公共卫生科了
解到，他们每个季度都会对公共浴
室进行检查，主要检查公共浴室的
卫生许可证审查、消毒设施配备和
落实、卫生制度执行及从业人员健
康和学习培训等情况。

据介绍，检查消毒情况为工作
的重中之重，包括消毒试剂的配
备、盛放消毒试剂的容器及场所、
顾客用品用具和设施等。“对于沐
浴场所的地面、墙面、水龙头、座
椅、茶几及顾客经常使用或触摸的
物体表面、更衣箱、公共卫生间、垃
圾箱（桶）、公共拖鞋等消毒状况，
我们会用专业的仪器进行检测。另
外，包括公共用品清洗消毒更换记
录，自身检查与检测记录，培训考
核记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
毒记录也是监督的一个重要方

面。”公共卫生科一工作人员介绍
说。

据了解，《沐浴场所卫生规范》
对沐浴场所的卫生证照、从业人员
健康管理、场所环境、顾客用品用
具和设施等都有着严格的要求。执
照包括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从
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和卫生知识
培训合格证明等；沐浴场所从业人
员上岗前应当取得“健康合格证
明”，且每两年进行一次知识培训；
场所环境对公共卫生间、消毒、供
水、通风、照明、废弃物存放等设施
进行明文规定；购置的消毒剂、清
洁剂、杀虫剂不得对人体产生危
害，对供顾客使用的浴巾、毛巾、浴
衣裤等棉织品、公共饮具、公用拖
鞋、修脚工具应有严格的更换、清
洗、消毒、保洁制度，严格做到一客
一换一消毒。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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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澡堂结构，
记者决定亲自体验下。澡堂的构造
和以往的差不多，只是在以往普浴
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小间用于盐
浴、奶浴、按摩等额外服务，还有桑
拿间。

在浴室外等活干的搓澡工曹
女士说，她干这行8年了，而丈夫也
在这里，已经干了十几年之久。“我
俩都是河南来的，干这行的一般都
是两口子一起出来。”据曹女士介

绍，每年11月到来年3月，是他们最
忙也是赚钱最多的时候，4个月两
人工资加起来差不多得有4万元。
搓澡工大都来自南方，全国各地到
处跑，只有快到冬天时才出来干
活，夏天选择在家里照顾孩子。曹
女士说，现在搓澡工不好干了，大
多数的市民都选择在家洗澡，商务
型的消费者则会选择更高档的洗
浴中心，以前是搓澡排队，现在是
等活干了……

以前搓澡排队，现在排队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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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民收入
水平的不断提高，越
来越多的家庭选择
在家里安装太阳能、
热水器、浴霸等洗浴
设 备 ，同 时 具 有 足
浴、按摩功能的养生
会馆也发展起来，曾
经辉煌一时的公共
浴室，因面对大众群
体普浴价格定制偏
低和水、电、房租等
费用不断上涨的矛
盾，开始逐渐淡出公
众的视野。

东城胶州路工
商所的统计数据显
示，自2000年到2012
年东城（不包括开发
区）范围内共有58家
洗 浴 中 心 注 册 ，从
2009年起注册的基本
是足浴店及保健会
馆，传统意义上的大
众浴室不少已经注
销或变更。那些曾为
市民提供方便的公
共浴室现在处境如
何，经营面临怎样的
困境，未来出路又在
哪？

■现状：

历经12年的浴室打算转让

近日，本报接到读者打来热线
电话咨询，现在天冷了，辽河路公
共浴室拆除后是否重建。近期东营
最低气温开始降至10度以下，又到
了澡堂生意的旺季。在几经寻找
下，记者在东城的不同位置分别
找到了五家公共浴室，已经到了
往年上人的时候，但今年无一例
外，澡堂的生意并不乐观。

据海河北区一家公共浴室老
板杨经理介绍，这个行业的旺季
集中在每年10月至次年4月，而5月
至9月因为洗澡的人数太少，澡堂
处于亏损状态，绝大多数的店面
会直接关门。“好容易挨过淡季，
眼看都到1 0月下旬了，往年来的
人会多起来，今年现在一天也就
十几二十个人。”杨经理无奈地
说，如今家里安太阳能、热水器的

越来越多，条件好一些的直接去
洗浴中心，曾为大众提供生活方
便的公共浴室如今面临无人光顾
的尴尬。

位于运河路上金水北区附近
的一家大众浴室已经开了1 2年，
算是经历了这个行业的大起大
落。“10年前旺季时每天基本保持
100人左右，那时候家里安装太阳
能、热水器的少，加上东营流动人
口多，来来回回的市民和外来务
工人员每周都会很固定，现在最
多也就五六十人，基本都是农民
工和一部分淋浴蒸气的老年人，
也就刚赚回本钱。”老板郑女士说
起浴室的生意连连叹气。她告诉
记者，在家有条件的很少有人出
来洗，如果今年的情况再不好，她
打算把浴室转让出去。

■困境：

提价失去客源，亏损退出市场

记者采访了解到，最近几年
公共浴室普浴的价格从5元逐渐
上涨到8元，除此之外，大多数的
浴室通过搓背、拔罐、搓盐等服务
和办会员卡优惠活动来吸引顾
客。采访中记者得知，增加这些项
目挣不了多少钱，只是为满足各
种需要的人群。“搓澡7元，有5元
提成给搓澡师傅，搓盐10元，浴室
提供浴盐外，还有给搓澡师傅提
成4元，基本也就剩不下什么了。”

在金辰路开业不到两年的一
家店铺的老板孙女士透露，她知
道的公共浴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内，已经有一家关门，另一家转
让。她算了一笔账：房租为每年5

万，约合1 4 0元每天；人工成本为
200元每天；煤每天的用量在200元

至 3 0 0元左右，再加上水电的费
用，每天的成本至少为500元到600

元，这样顾客至少每天保持在6 0

名左右才会回成本。记者在店外
观察了近两个小时，约有十几个
人进店。据了解，目前周末能有30

人左右，工作日则更少。
绝大部分的浴室即使面对成

本的不断上涨，老板们却不敢因
此贸然提价。公共浴室面对的是
大众群体，如果提价必然失去客
源；如果低价位运行，长期的亏损
让部分公共浴室无法经营而无奈
退出市场。老板们表示，由于夏天
洗澡的人很有限，水电煤等原料
费用难以承担，所以大部分公共
浴室都会选择辞退工人暂时关门
停业。

■未来：

提高服务质量，多样化经营

谈及未来，澡堂的老板们直
摇头。位于胶州路上一家公共浴
室的老板表示，如果不是自己的
房子，可能也维持不到现在。

据胶州路工商所的注册资料
显示，东城目前尚在经营的公共
浴室大多数分布在小区集中路
段。记者在澡堂蹲守过程中发现，
进进出出的顾客大部分是外来务
工人员。和工友们一起来洗澡的
董大哥是河南人，一直在东营工
地上打工，公共浴室也是他定期
来的地方之一。一位7 0多岁开车
来洗澡的老大爷说，虽然家里安
装了太阳能，但洗个热水澡健身
又舒坦，如果哪天公共浴室没有
了，还真不适应。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去公

共浴室洗澡的人部分青睐搓背、
按摩等服务。“我家里也安着太阳
能，不过喜欢周末约个朋友一起
来浴室蒸蒸桑拿、聊个天，现在也
不单纯是为了洗澡，更是一种对
生活的享受。”张先生说。

胶州路上一家公共浴场的老
板原先是从事搓澡行业的，“前两
年自己打工挣了点钱，这家浴场
转让的时候我盘下来了，现在省
了雇搓澡工的钱。多往搓澡和桑
拿 、按 摩 业 务 上 下 功 夫 可 能 好
点。”据了解，不少来东营打工的
搓澡工都自己开起了公共浴室，

“没办法，现在也没有部门来管理
一下，公共浴室随着时代的发展
衰落是必然的。”这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老板沉重地叹了口气。

周末时，澡堂才会迎来上班族洗澡的高峰期。


	M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