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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年年的的那那些些彩彩扩扩店店，，都都到到哪哪去去了了
受数码相机、智能手机冲击，幸存下来的变身图文店并试水“互联网＋”

如今，人人都是摄影师，手机、数码相机、IPAD，我们有太多能够记录生活瞬间的
工具，保存照片也不需要洗出来，因为我们有了电脑、移动硬盘、网盘等更方便更高
效的介质。在这样的环境下，照片洗印这个行业，还有发展的空间吗？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想找个地方洗照片
转了几条街没找到

手中拿着优盘转了几条街，市民
李青也没找到一个洗照片的地方，优
盘里存的是一家人精挑细选的照片，
打算洗出来做个照片墙。“洗照片的地
方应该没这么难找呀，难道我找的不
是地方？”

李青已经记不太清自己上一次洗
照片是什么时候了，那时街头的冲印
店还有不少，拍一寸照片、冲印都是需
要等上半天或者一天才能取照片。

满街都是冲印店，那种“盛景”至
今还留在曹先生的心中。1997年，他来
到叔叔开的冲印店工作，那时候可以
说是冲印行业的黄金时期。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济南市区光
冲印店就有三百多家。”曹先生说，之所
以出现这样的“盛景”，是因为那时一种

“傻瓜相机”慢慢普及到了几乎所有的
家庭，不仅便宜，使用起来还简单。

相机多了，冲印的需求也就大，曹
先生的店里每天光冲印就能有个几十
卷，要是赶上“五一”“十一”过后，一天
都能有二百多卷。

智能手机一兴起
冲印店倒了一半

济南人生活的变迁，也直接影响
了这些冲印店的发展。葛先生的彩扩
店已经在五年之前关闭。而段先生的
店开在2003年，带着“柯达”字样的黄
色门头还十分显眼。

段先生开店的时候，数码相机已
经开始变多了，但冲洗照片还是占了
他业务量的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
二分别被胶卷、相纸销售和证件照、全
家福、艺术照业务占去一半。

而数码相机普及的速度远远超出
了人们的想象。“从2002年开始就逐渐多
了，2005年基本就普及了，冲洗照片的地
方，也基本都上了激光冲印的设备。”曹
先生感觉到，那个时候，冲洗照片的数量
有所减少，但减少不算太多。

“智能手机出现，才是对冲印行业
最大的一个打击。”段先生表示，人们
拍照、看照片都方便了，“现在来我们
店里冲洗照片的大都是回头客，老年

人，年轻人已经很少了。”
每一次新鲜事物的出现，对于这

些冲印店来说都是一次阵痛，“数码相
机、智能手机一兴起，我们这些冲印店
倒了得有一半，剩下的勉强维持下来，
开始了一次次的转型。”转型中，段先
生的店由最初的业务，逐渐加入了复
印、打印、刻字、标书、印刷品等等，原
来的那些业务只占了现在的四分之
一，四分之三业务转向了图文制作。

冲印店转型图文店
网络冲印已成主流

转型后的图文店，依然要面临激
烈的竞争，除此之外，它的经营好坏已
经不仅仅和市民拍照洗照片关联了，
经济形势都会直接关联到这一个个小
的店面。

“房地产等市场好不好，我们这边
都能直接感觉到。”在市中区经营着一
家图文店的市民高女士说，市场好的
时候，标书制作、广告制作、办公楼内
外装饰等业务也都跟着“火”起来，“我
们的营业额、干活劲头也就跟着上来
了”，如果将这些图文店的经营状况做
成一条线，和经济的发展情况应该是
有着很密切的联系，高女士说：“我们
现在可以说也是经济的晴雨表了。”

李青最终决定从网上冲印照片，
把照片通过网络传过去，对方冲印好
了之后再用快递寄回来，不满意还能
重新冲印，算下来比到冲印店还便宜。

“相纸有十几种可以选，还可以做成台
历、杯子，很方便。”

网络冲印已经成为冲印行业的
主流，被年轻人广泛接受。高女士、
段先生和曹先生也已意识到了网络
冲印的方便，早就开始接受回头客从
QQ或者从邮箱传来的照片。但怎么
把业务拓展到更广阔的网络，虽然已
有了模板，但限于种种因素，目前还
没有打算。

对于冲印行业的未来，摄影爱好
者傅关强抱有积极的看法。从使用胶
卷开始到现在用单反，他和不少冲印
店的老板也成为好朋友。“虽然数码产
品已经如此普遍，人们也不需要洗出
来就能看到照片，但是冲印出来的照
片，感觉总是不一样的。”因此，傅关强
认为冲印并不是一个夕阳行业，“太阳
从这边落下，就会从另一边升起，现在
的冲印行业就是这样一种态势。”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唐园园
通讯员 隗茂振） 中秋小长假刚刚
过完，与以往的小长假相比，济南旅游
市场稍微有些不一样。之前人头攒动
的景区逛起来不拥挤了，市民更偏向
休闲度假，景区中的一些民俗互动项
目吸引了不少客流。

据济南园林局统计，截至9月17日
16时 ,济南市园林局所属公园景区共
接待游客60 . 01万人次，与今年端午假
期的客流量接近。

千佛山上，游客除了登高祈福、
欣赏秋日山景外，上山主路两侧的
20余家展位的众多民俗工艺物件也
让游客体验到了浓浓的文化味儿。
泥塑工艺孙悟空、猪八戒、十二生肖
等传统造型和蜡笔小新、小黄人等
新萌造型混搭，颇得小朋友的喜爱。
奇特的社火脸谱、炫酷的塑编造型、
精致的布艺手链让这个中秋过得更
有民俗味道。

趁着难得的假期，还有很多游客
走进近郊景区放松心情。这个中秋，恰
好迎来济南植物园开园10周年，新疆
舞、藏族舞、蒙古舞等具有民族特色的

文艺演出精彩上演，北方最大的竹类
专类园——— 竹园开园纳客，游客在游
园观景之余获得互动体验，同时还能
购买到竹编工艺品。另外，园区月季相
继盛开，宛如花海一般，令来园游客流
连忘返。

南部山区的红叶谷生态文化旅游
区和跑马岭生态休闲度假区也迎来大
批游客。红叶谷景区的兴教寺中秋祈
福活动中，景区为每一位入园游客免
费提供红丝带一条，送上中秋浓情祝
福；跑马岭休闲度假区的森林休闲阅
读会上，人们在吊床上、松树下静心阅
读，体会休闲度假带来的闲情逸致。此
外，景区的滨水湖畔设立了野生药草
展示，给游客提供健康生活指导。

为让游客乐享中秋假期，免费景
区也花了不少心思。泉城公园的“水世
界乐园梦幻灯光节”为人们献上了一
场流光溢彩的浪漫灯光盛宴；英雄山
推出了“迎金秋，庆国庆，赏爱国电影”
百姓游园电影节；森林公园的济南首
届社区园艺文化艺术周，为市民普及
家庭园艺技术；花圃公园的金秋盆景
展，则教给游客盆景制作、养护知识。

中中秋秋民民俗俗休休闲闲游游抢抢眼眼
60余万游客园林景区过中秋

这种带着“柯达”字样的彩扩店门头，曾经遍布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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