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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娱乐乐场场所所多多了了，，夜夜间间人人气气却却不不旺旺
在规模、名气方面，烟台的酒吧、影院、KTV等还有待提升

芝罘区娱乐场所

同比增6 . 5%

早在1 9世纪8 0年代到2 0

世纪 3 0年代，洋人聚居地朝
阳街上就出现了夜总会、酒
吧等娱乐场所。时过境迁，虽
然无人能准确说出烟台第一
间酒吧的出现时间，但可以
肯定的是，烟台酒吧的起源
地就是朝阳街。

“酒吧是一种舶来品，最
早的酒吧是洋人在朝阳街开
的。”在船长酒吧负责人苏纪
风的印象中，1996年，朝阳街
就 出 现 了 现 代 意 义 上 的 酒
吧，但随着朝阳街的改造，这
些酒吧消亡了，到2009年又出
现了3家酒吧。2012年以后，朝
阳街一下子又出现了十几家
酒吧，仅400米长的朝阳街内
有酒吧20家左右。现在，烟台
酒吧早已超出了朝阳街的范
围，在各个区都有酒吧的身

影。
如今，大悦城开业、万达

也将开门纳客，这意味着烟
台市区再增加两家影院，算
下来，芝罘和莱山的影院将
达到十余家。另外，大大小小
的KTV也遍布各个商圈。记
者从烟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芝 罘 分 局 企 业 注 册 局 了 解
到 ，仅 芝 罘 区 就 有 酒 吧 、影
院、KTV共 3 5 6家，2 0 1 4年上
半年，娱乐行业企业实有数
量同比上涨6 . 5%。

白领和外国人

成酒吧消费主力

酒吧多了，却没有明显
带动消费人群的扩大。“平常
日进店消费的有百八十人，
有 摇 滚 演 出 时 来 的 人 多 一
些。”哈瓦那酒吧负责人张春
晓说，到店内消费的主要是
外国人和一些白领。外国人
主要是船厂的工程师，大多

4 0岁左右，但随着这两年船
业经济的不景气，外国工程
师少了，在店内消费的人也
有所下滑；白领平时工作压
力大，收入也比较稳定，大多
在30岁以上。

兰戈小酒吧的负责人21岁
的张梦齐说，这个小酒吧每天
接待20-30人，来的都是朋友，
年龄层相比其他酒吧来说小一
点，一些学生也过来，“咱烟台
人的夜生活开始得早结束得
也早，我的酒吧一般8点开始上
人，不到11点人就少了。”

影院每日的观影高峰期
一般是下午 6点半到晚上 1 0

点，“在我们影院，最晚一场
电 影 结 束 时 间 是 晚 上 1 1 点
半，但这一场经常无人看，我
们也就直接不开场，早点让
员工下班。”鲁信影城烟台分
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吴佳霖介
绍，也曾打算开些夜场，但考
虑 到 观 众 有 限 一 直 未 能 成
行。

规模和名气

都赶不上青岛

市民李女士对于烟台、青
岛等地的酒吧都比较熟悉，“烟
台酒吧还有待提升，青岛酒吧
不管是规模、名气，还是装修、
音乐等细节上都要胜一筹。”

烟台GDP位居全省第二，烟
台并不缺有钱人。“主要是大家
的消费观念还没转变过来，在很
多市民眼中，酒吧是一个消费
高、环境乱的场所。实际上，酒吧
有很多类型，一些酒吧类似于夜
店，还有很多静吧、主题酒吧。”苏
纪风告诉记者，朝阳街上的酒吧
大多是静吧、主题酒吧，主要提
供一个放松、释放压力的环境。

港城的影院比起济南、青
岛也存在一定差距。鲁信影城
烟台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济南高峰期单日出票能达2-3

万人次，而烟台最好的时候才
4000多人次。

为了避免同质化，不少酒吧老
板也开始琢磨自己的特色。“酒吧
经常推出摇滚演出，已经坚持5年
了。”哈瓦那酒吧负责人张春晓说，
在摇滚界比较有名的反观镜、好妹
妹、逃跑计划等乐队都来演出过。

鲁东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刘良
忠介绍，相对一些大城市，烟台人
口基数少、流动人口少，这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夜经济的发展。“我
来烟台20多年了，但提到晚上出去
喝酒，说不出到哪个地方。”刘良忠
说，在北京，大家会想到三里屯酒
吧一条街，而烟台这座旅游城市，
在朝阳街有一些酒吧，但规模不
大，没有形成知名的规模和集群效
应。

刘良忠说，对于酒吧而言，单
纯的卖酒，模式较单一，应该多元
化发展，营造一种文化底蕴，比如
厦门鼓浪屿，那的酒吧在卖酒的同
时，还会出售一些特色纪念品，或
者给游客提供签字留念等服务，并
长期保存，几年之后再去该酒吧，
曾经的签名还会给人一种归属感。

“使酒吧成为烟台夜经济的亮
丽风景，单靠一个企业或一家店肯
定不行，要抱团发展。”刘良忠说，
政府在产业布局规划的同时，也应
该侧重于集群效应，打造培育一条
特色酒吧街。

本报记者 秦雪丽

多元化发展

营造文化底蕴

专家建议本报记者 秦雪丽

酒吧、影院、KTV，这三
类“舶来品”是烟台夜间娱乐
的主场。早在19世纪80年代
到20世纪30年代，朝阳街上
就出现了夜总会、酒吧等娱
乐场所。最近两年，烟台的酒
吧、影院、KTV在数量上有所
上涨，但与大城市相比，在名
气、规模等方面仍有待开发。

烟台美丽的夜色令人着
迷，夜幕降临，市民会三五成
群地去购物，去娱乐。但烟台
的夜经济“休息”得有点早，不
少店铺人气不旺，早早地就歇
业关门了。

连日来，本报从夜间餐
饮、夜间购物、夜间旅游、夜间
娱乐等方面解读了烟台夜经
济的现状，分析了原因并和专
家一起探讨了未来的发展前
景，希望对烟台夜经济的发展
带来一些帮助。

结束语

本报7月24日讯(记者 李
凝 通讯员 烟佳) 近日，记
者从市物价局了解到，7月份以
来有网友发出供热价格是否下
调的询问，市物价部门表示，煤
炭价格虽然降了，但今年供热
价格仍旧不变。

市物价局工作人员介绍，
市物价局制定供热(包括供水、
供气等)价格时，依据的成本是
上一年度企业年平均成本或前
三年度的平均成本，而不是当
年某一点的煤炭最高价或最低

价。烟台现行的供热价格是
2008年制定的，依据的是企业
2004-2007年的平均供热成本，
其对应的年标煤到厂价格为
547 . 36元/吨(发热量5500大卡
不含税价格)。

据调查，供热企业2013年
度的标煤到厂价格为546 . 86元
/吨。以秦皇岛港动力煤离岸价
格比较，2013年最高点635元/

吨，最低点530元/吨。2014年7月
23日最低点为500元/吨。同期
相比，今年低于去年30元/吨，

供热成本可下降0 . 6元/平方米
左右。

据了解，2010年至2012年
度煤炭价格高位运行，供热价
格未调整，一些企业亏损。市审
计局曾连续2年对三家供热企
业进行了审计，结果2012年至
2013供热年度，500公司亏损
4659万元。

此外，从 2 0 0 8年至 2 0 1 0

年，供热企业人工工资增长
4 7 %，近 3年每年增长 1 5 %以
上。而且，6年来国家4次上调

电价，增幅 2 6 . 4 %。维修费也
在逐年大幅度增加，以500公
司的维修费为例，2007-2008

年供热年度为718万元，2012-
2013年供热年度为2700万元，
主要是由于材料价格的不断
上涨和管网老化等原因造成
的。

市物价部门表示，虽然
现在煤炭价格降了，但由于
人工成本、电价以及维修费
用的提高，今年供热价格仍
旧不变。

煤煤炭炭降降价价了了，，今今年年供供热热价价格格仍仍不不变变
人工工资增长、电价上调等原因致供热成本上涨

作为烟台老牌酒吧一条
街，朝阳街晚上并不是很热闹，
市民更习惯在街上喝啤酒吃烧
烤。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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