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习惯、传统观念影响规模发展，经营理念、方式又缺乏特色

淄淄博博的的夜夜生生活活：：活活力力尚尚不不足足

与经营方式多变、夜生活丰富
城市相比，淄博的夜生活运行模式
也相对单一。单纯的吃吃喝喝，或者
传统意义上的酒吧，缺乏新鲜感，容
易让人乏味。

广东中山市就有一家叫“私属集
艺馆”的娱乐场所，经常在顾客中发
起“瞎唱”活动，为爱好音乐的顾客开

“个人演唱会”。而一些酒吧也尝试着
“白天餐厅，夜晚酒吧”，其价位也选
择中低消费的市民阶层，更为亲民。

“2000年，淄博地区也曾涌现出
十几家融合酒吧的休闲餐厅，但
2008年前后，酒吧、KTV快速增长起
来，这些休闲餐厅经营方式的独特
便被代替了。”张店耐火砖休闲餐厅
店主于琼捷回忆说，由于不适应市
场变化，部分规模较小的休闲餐厅
便退出了淄博市场。

在影院行业，与商场相结合是
目前的通用做法。“商场的人气较
旺，顾客流动量大，餐饮、娱乐一体
化，一定程度上保证着客源。”一位
影院行业内部人士介绍说，从2010

年开始，精彩、鲁信、万达等影城纷
纷入驻淄博，所采用的模式也都是
与商场相结合。但张店本地的市场
有限，探讨一条新的经营方式是多
数影院的思考。

对于很多晚间的小吃摊来说，
他们还须协调自身发展与城市管理
的关系，“一直以来，我们都是扎堆
选择人多的地方，把小摊一放，就能
露天经营。但现在城市管理越来越
严，我们也需要换一种经营方式，但
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名在张
店步行街摆摊的摊主说。

经营方式单一

夜生活缺乏新鲜感

夜生活，对于不少市民来
说仍是一个比较遥远的词汇。
或出于生活习惯、或因为传统
观念的影响，很多市民还没有
过夜生活的习惯。

“晚上 1 0点以后就不再出
门了，在家看看电视，我觉得挺
好的。”一名在市人民公园乘凉
的市民说，入夜之后，公园里的
小广场会有短暂的热闹，但9点
之后便没怎么有人了。

生活习惯之外，还有传统
观念的影响。“其实也不是不想
过夜生活，但因为传统观念的
影响，觉得迈入五光十色的夜
生活，还是有一定困难的。晚上
出去玩，顶多就唱个歌。”已工
作三年的某外贸公司职员小孟
说，不同于老一辈人已经习惯
了夜晚在家看看电视就睡觉，
作为年轻人，晚上还是经常想
出去玩，但又对夜生活存在一
种“未知的恐惧”，所以不敢轻
易踏足。

“提起酒吧，有人就觉得是
不正经的地方。”一名酒吧店主
说，在西方，酒吧与咖啡店是人
们主要的休闲、娱乐场所，然而
这 种 认 识 在 淄 博 还 没 普 遍 认
同。

“其实对于很多市民来说，
他们也有一定的夜生活，但大
都局限在吃吃喝喝、唱歌或者
泡吧，只是另一种娱乐方式，与
马路上练摊没有本质差异，都
是工作之余夜晚的一种消遣。”
一个在酒吧里驻唱的歌手说，
传统观念的影响，使人们加入
到健康夜生活变得困难，如果
观念不变，夜生活人流量少的
现状短期无法改变。

传统观念是

一道未迈过的槛

相比于济南、青岛等城
市，淄博的组群式城市特点对
夜生活有着分割作用，也阻碍
了夜生活的发展。

据淄博市统计局发布的
一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截至2010年，淄博市常住
人口为453 . 06万人，尽管张店、
淄川、临淄等三区人口都在60

万人以上，但相互之间距离较
远，空间上的分散限制了夜生
活的聚集与发展。

“集约式的发展模式，才
能让一个行业更为迅速的成
长；更何况，相比其他领域，
夜生活的发展，更存在集群
性的特征。夜生活的资源本
来就少，人们在选择娱乐方
式、场所的时候，也就更注重
哪些可选资源多的商业圈或
者是聚集地，比如中心城区的
尚美第三城、王府井等。分散
式的发展不被看好。”尚美第
三城一家KTV的部门经理介
绍。

“淄川的市民一般不会大
老远来张店唱歌或者泡吧，光
坐车就要40多分钟，而且晚上
7点钟以后便没有公交车了。”
张店兴学街附近一家KTV的

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早在2008年，国

内某大型连锁商超便以24小
时营业模式进入淄博，但在
2 0 0 9年，多数连锁店营业时
间便出现缩水，从2 4小时缩
短至8小时。业内人士透露，
该连锁店营业时间的缩水与
淄博本地夜晚客流量较少有
关。

在影院行业，由于城市
空间分布上的分散，有些电

影院干脆直接进驻区县，“很
少人会因为看一场电影从博
山跑到张店，张店的电影院
面向的也就是本地 7 0 万人
口。”一位行业内人士表示，
夜生活的发展依赖的是广大
受众，组群式的城市分布，单
个区县的居民人数较少，夜
生活受众分散难以聚拢，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夜生活的
规模；规模上不去，发展肯定
会受到桎梏。

受众分散，规模上不去限制行业发展

淄博的夜生活，虽然餐饮、酒吧、影院等一应俱全，但与国内一二线城市或者南方城市相比，仍不能称为丰富。究其原原因，
夜经济起步晚、个性不突出限制了淄博夜生活的丰富性，而市民的观念及组群式城市的特点又影响着它的长远发展。

本报记者 刘光斌 罗旭君

见习记者 唐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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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较晚，多数夜店个性不突出

“记得我在成都上学的时
候，学校周边的巷子里有一家
白夜酒吧，是一个由诗人主持
的酒吧，风格鲜明，很有影响
力。”26岁的吴周(化名)并不是
淄博人，为了跟朋友聚会来到
淄博，但他认为淄博的夜生活
比较单调。

相比于南方及一二线城
市的夜生活，淄博地区的夜生
活才刚刚起步。“在我的记忆

里，淄博的夜生活大概是从
2000年逐渐兴盛起来，对比那
些拥有夜生活传统的南方城
市，淄博的起步比较晚。”张
店耐火砖休闲餐厅店长于琼
捷说，耐火砖休闲餐厅经过
1 0多年的发展，才逐渐形成
了比较固定的消费群体，其
特色也基本固定，但对很多
后起的餐馆来说，很少能有
靠突出的特色来吸引到顾客

的，缺乏个性化。
“我们的基调是为人们提

供一个晚间喝酒谈事的地方。
据我所知，多数酒吧也都试图
找到自己的定位。或强调小清
新，或展现现实主义，或突出
现场驻唱。但目前来看，效果
都不是很理想，不管是从风格
还是经营模式，大家都太雷
同，个性展现不明显。”张店房
家村一家酒吧的老板介绍说。

淄博的夜生活刚刚起步，夜晚出来娱乐的市民并不是很多。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我们邀您支招

点亮淄博夜生活

夜生活，其实并不如何“高大
上”，也不必“畏之如虎”，普通市民
对于它的感知，恰能说明它的亮点
与不足。

虽然有了雏形，但起步较晚的
淄博夜生活却仍无法满足市民的需
求。夜里12点过后，吃东西的地方也
能找到，但选择性太少了。晚上加完
班，你或许想找个地方坐坐，填饱饥
肠辘辘的肚子，但就是苦于无地可
去，或只有千篇一律的那一两个地
方；和三五好友相聚，吃完饭想去找
个地方再聊聊，可就是找不到合适
自己定位的地点。

或许我们需要坐下来仔细想一
想，我们的夜生活到底缺了什么，我
们应当如何让这块土地的夜晚变得
更璀璨。

你对淄博的夜生活有何感受？
你眼中的夜生活应该是怎样的？淄
博的夜生活又该如何发展？即日起，
只要你对夜生活有自己的看法和想
法，都可拨打本报热线：3 1 5 9 0 1 9 ,
18953375307，18953375308，和我们一
起探讨。或许就因你的支招，就可点
亮淄博的夜生活。

在酒吧，有时候会吸引摄影爱
好者前来拍照。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不少市民的夜生活仅仅局限在吃喝上。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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