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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城城事事

曾经辉煌一时，如今数量屈指可数

传统音像店逐渐淡出市场
本报记者 张召旭

随着电脑的普及，网络下载已经成了人
们特别是青少年获取音像资料的主要途径。
上网下载歌曲 MV 的人越来越多，而去音像
店购买碟片的人随之变少。曾经辉煌一时的
音像店，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市民赵先生说，前几天搬家
的时候他无意间发现了自己学生
时代用的随身听，还有当时一些
碟片。“我上初中的时候用的还是
录音机，那时候几乎人手一个，到
后来随身听开始普及，等我上了
高中以后发现用 MP3 的多了，现
在则手机成了听歌的常用工具。”
赵先生说，他上学的时候城区音
像店特别多，光是柳园路上就有

10 多家，现在城区的音像店则越
来越难找。

21 日，记者走访城区兴华路、
东昌路、利民路、柳园路等人流量
较大的路段，只发现了为数不多
的几家音像店。原本营业面积上
百平米的大型音像店也缩水成了
四五十平米、甚至二十几平米的
小店面。

“现在买碟片、磁带的人越来

越少，从 2005 年开始，音像店生意
就不好做了。”城区一家音像店老
板陈先生说，2005 年前后 MP3 以
及 MP4 等高科技数码产品开始走
俏，一个小小的 MP3 就可以下载
上百首歌曲，而一个碟片、磁带最
多也就 20 首歌。从那以后城区很
多音像店都撑不下去了，开始纷
纷转行，有的兼顾开了书店，有的
改销电子数码产品……

从鼎盛一时到屈指可数

不只是音像店，聊城市区各大
超市及书店的音像专区也略显寂
寥。“Beyond 经典歌曲收藏版”、“张
国荣收藏版专辑”，虽然超市把各种
精品碟片放在了显眼位置，但还是
很少有人买。“想听歌我可以通过电
脑从网上下载，网上还有现成的演
唱会 MV，比买碟片强多了，而且家
里的 DVD 早就没了，买了也只能拿
到电脑上播放，有了电脑还买碟片

纯属多此一举。”市民刘女士说。
刘女士认为，网络的普及对音

像店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利民
路上本来有不少音像店，现在只剩
一家了。”她说，一方面是音像店更
新速度受限，一旦有新音乐，碟片唱
片公司到拥有发行权的各音像店
中，要经过层层流通环节，而在这过
程中，网络上早已能下载到整张专
辑的歌曲。另一方面，现在一张流行

歌手的碟片几十元钱再正常不过，
但上市速度却不及可以免费下载的
网络，而网络上可免费获得。

城区一家音像店店主王先生
说，除了网络带来的巨大冲击外，盗
版也是让他们头疼的问题。“现在科
技越来越发达，盗版光碟越来越清
晰，而且价格也要比整版便宜很
多。”王先生说，相比之下购买碟片
的市民更倾向于盗版光盘。

电脑普及对音像店冲击巨大

在各方冲击下，城区一些音像
店开始转型，进行特色经营。其中不
少音像店将店门搬到了超市、电脑
城、书店等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以
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购买。

有业内人士认为，细分市场是
大势所趋。一方面，汽车 CD 依然有
不小市场，而且随着车载音响设备
的不断提高，车主也乐于选择一些
音质较好的 CD ，如德国黑胶碟、
24K 金碟等，以及需要 6 .1 环绕的

DTS 碟等。而且相比较歌星的专辑，
一些经典歌曲合辑更受市民欢迎。
另一方面儿童类碟片也很受家长和
小朋友的欢迎。“现在很多家长为了
避免孩子迷上电脑，就买一些动画
片光碟，让孩子在电视上看。”

“我认为，音像店除了靠音质
取胜以外，还可以靠稀缺货源取
胜。我打算进一些高品质的碟片和
一些绝版的光碟，这样一来就会有
很高的收藏价值。毕竟网络音乐的

音质还是比不上 CD ，一些音效的
处理还是光盘做出来的效果好，对
于音乐欣赏要求高的人来说还是
会选择音质好的音乐光盘。”城区
一家音像店店主表示，他这只是个
想法，还没有付诸实施，如果搞这
样的音像店首先需要一定的资金，
他不确定的是到底有多少真正热
爱高品质音像制品的爱好者，单靠
这一群体是否就能维持一家单体
店的日常运营。

转型细分市场或有出路

随着网络的冲击，城区音像店越来越少，他们现在更注重
车载 CD 和高档碟片的销售。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摄

本报 3 月 21 日讯(记者
孟凡萧 ) 每个人开车上

路之前，都得通过考试拿到
驾照。你是否听说或记得，
许多年前骑自行车也要行
驶证呢？近日，聊城经济开
发区广平乡大曲村村民李
郑在家中发现一本上世纪
80 年代的自行车执照。

近日，李郑在整理爷爷
的遗物时，无意中发现一个
红本本，红本本经过岁月的
洗礼表面已经模糊不清，但
依稀能看到上面“山东省茌
平县公安局”、“自行车执
照”等几个大字和一辆自行
车图案。内页已残缺不全，
记录着“自行车牌照号码”、

“钢印字号”、“车主姓名”、

“服务单位”等信息，纳税记
录页还盖有 1984 年和 1985
年的公章。

“这本自行车执照拥有
者是我爷爷，爷爷去世之后，
我收拾他的遗物时发现的。”
李郑说，他爷爷比较仔细，平
时什么物件都好保留着。

“以前骑自行车和现在
开汽车一样，需要执照，而且
在路上也经常有人查自行车
执照，就和现在交警查机动
车驾驶证一样。”李郑的母亲
说，自行车执照好像在 1985
年之后就不再发放了，只是
发一个自行车车牌。

在自行车执照纳税记
录一页中，记者看到，这本
自行车最早的纳税记录是

在 1984 年，据此计算，李郑
手中的这本自行车执照已
有 29 年的历史。

“你没有见过这东西
吧，这东西都有近三十年的
历史了，年龄估计比你我都
大。”李郑说，为了让更多
人知道，他很乐意将这个老
物 件 拿 到 报 纸 上“ 晒 ”一
下。

我们齐鲁晚报的读者，
你家里是否也收藏着和这
本自行车执照一样的老物
件呢？

不如试着打开家里的抽
屉，翻翻以前的记忆，然后拨
打本报电话 0635-8451234 和
我们一同分享这些老物件的
故事吧。

一村民翻出旧自行车行驶证
存有纳税记录等信息，距今已 29 年

李郑家中保存的自行车执照。 本报记者 孟凡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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