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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浴馆：晚饭后身心放松之地】

在华夏南路附近的一家足浴馆，记者看到几名

服务人员在大厅里等候客人。“现在才 7点多，时间

还早，客人较多的时间一般都是 9点左右。 ”一名工

作人员介绍。 记者表示担心订不到房间时，工作人

员说：“没关系，肯定会有空房间的。 ”同样，在华山

路北段的一家足浴馆，顾客也较少。 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来此做足疗的顾客一般都是朋友聚会或是请

客户，所以一般都在吃过晚饭之后。

【健身房：健身者的选择】

刚走进淮河路上的一家健身房内，工作人员就

热情地迎了上来。 在该工作人员的引领下，记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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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店铺打烊过早，夜间

购物无去处】

“我的工作性质需要经常加班。白天忙忙碌碌，

没有心情去商场闲逛，就想等晚上下班后去商场购

物。 但来到鹤壁后我发现，下了班之后就找不着购

物的地方了。”今年刚毕业来鹤壁工作的侯先生说，

“超市晚上关门都特别早，过了 8点开始清客，有几

次我都走到超市门口了，又被工作人员以打烊为由

拦了下来，感觉特别扫兴。 ”

“哪家超市都是这样， 一到晚上 8点多就开始

清客。 ”市民梁娟说，“不仅是商场，其他购物场所

也是这样。 旁的不说，这么大的城市，连一个 24 小

时营业的药店都没有。 ”

“外地很多城市的超市关门都很晚，大街上还

有 24小时营业的商店。可是来到鹤壁，我买东西都

无处可去了。 ”市民朱春艳说，“我觉得鹤壁是个钟

灵毓秀的城市，在消费上应该很有潜力。 商家应该

改变一下经营模式，毕竟购物也是‘夜经济’中很重

要的一部分。 ”

购

【街头小吃：卫生状况差，缺乏

统一监管】

说起“夜经济”，晚上徜徉于各个街头小吃摊

算是一种享受。 在新区新世纪广场步行街，记者看

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挨挨挤挤的小吃摊———白吉

馍、灌肠、鸡蛋灌饼、炒凉粉、热干面、烧烤、臭豆腐

……但在流连忘返于小吃美味中的同时， 市民也

表达了对小吃摊缺乏规范管理问题的担忧。

“很多小吃摊都是露天经营，风一吹就是一层

土。 很多时候我都是抱着眼不见为净的想法陪家

人来这里的。 ”市民张雨涛说，“很希望能有个规范

的小吃街。 像步行街这么绝好的地段，应该好好利

用起来。 只要管理好了，一定能成为鹤壁‘夜经济’

的一大亮点。 ”

在淇滨菜市场、打柴口市场、九州农贸市场、

淇滨商贸城等小吃摊较多的地方， 记者看到了同

样的场景。

【夜间营业餐厅很少】

采访中不少市民都向记者反映， 加班后或从

娱乐场所出来后，找不到吃夜宵的地方。“有次和

朋友从 KTV里出来都快 12点了。想找个地方吃东

西，但转了几条街都没有见一家餐馆开门，只好回

家吃泡面了。 ”刚参加工作的姚遥对记者说。

记者在黄山路看到一家 24小时营业的餐馆。

“两年前我们就改成 24小时营业了，生意很好。 很

多顾客都是经朋友介绍而来， 越来越多的人都知

道了我们这家餐馆，晚上经常过来。 ”该店的领班

说。“要是能多几家这样的餐馆就好了，可以解决

不少上夜班人的就餐问题。 ”市民张坤说。

吃

【K 歌厅：部分场所生意清淡】

随后，记者走访了我市部分 KTV等休闲娱乐场

所。 在新区新世纪广场东区的一家 KTV里，记者没

有看到周末生意兴隆的景象。 服务人员解释，现在

才晚上 7点多，等 9点左右顾客才会上门。 当记者

问到那时候会不会人满，用不用订房间时，该服务

员回答：“不用，肯定会有房间。 ”

在另一家 KTV，还未走到门口，就听到了一名男

子在大厅里唱歌。 服务员介绍，他们一般要营业到

凌晨 1 时左右。 记者问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周边居民

休息时，该服务人员说：“不会，他们都习惯了。 而我

们也不会整晚营业。 ”

【网吧：晚上消遣的去处】

虽然已是晚上 10时， 但还有人络绎不绝地来

网吧上网。 在 107国道上的一家网吧内，座无虚席，

烟雾缭绕，顾客多为年轻男子。

“下了班没啥事，又没地方可去，就来网吧玩会

儿。花不了多少钱，还能玩得高兴。”今年刚满 18岁

的陈俊告诉记者。

“我家是外地的， 我不想一到晚上就和同事去

喝酒，但又实在没事干，就来网吧和以前的同学聊

天。 ”在淮河路的一家网吧内，刚来鹤壁的李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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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和商家的看法及建议

市民：将步行街打造成亮点

“步行街应该算是新区晚上较繁华的地段了， 可这里除了

小吃和简单的购物之外， 没有其他吸引人的项目。 作为一名

普通的市民， 我觉得应该把这里办成充满特色的商业街， 打

造成鹤城的一个亮点。” 在市直某单位工作的李先生说，“这么

一个绝好的地段， 只用来卖小吃和进行普通的商业交易太可

惜。 而且机动车辆随意出入，‘步行街’ 的称呼都大打折扣了。

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出面加强管理， 注重步行街在‘夜经济’

中的商业地位。”

开通夜班公交车

“凡是傍晚外出的时候我从来不指望坐公交车， 因为很难

等到。”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门口，一位市民说：“公交车停发的时

间太早了，不论什么季节，只要是天快黑的时候都会停发，我们

夜间出行很不方便。 ”

采访中一些市民表示，夜间出行方便与否也是与“夜经济”

发展息息相关的因素之一。“看那些大城市，晚上 10点还能坐

公交车。 而我们这儿，夜间出行只能靠出租车。 ”从事教育工作

的刘利霞说。

商家：延时营业需多行业带动

相关行业能否延长营业时间呢？记者采访了我市部分行业

的商户。

裕隆超市福田店的食品采购部王经理说：“依据现在的情

况看，延长营业时间不是很可行。因为我市的流动人口太少，消

费水平也不能和南方一些发达城市相比，所以延时营业不一定

会为超市带来好的效益。 行业之间也都是相互联系的，只有一

个行业改变，也是带动不起来‘夜经济’的。 ”但王经理表示，他

们可以考虑周末延长营业时间。

相关部门的建议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多数市民在指出我市“夜经济”发展

现状所存在的问题后，都发出了让政府职能部门出面规范管理

的呼吁。 那么，我市相关管理部门需要怎么做才能支持夜经济

的发展？

卫生部门：统一规范整体发展

市卫生监督中心副主任李峰 期待政府合理规划出经营

场地，精心策划主题。“夜经济”发展要有很好的主题，充分调动

起各个方面参与，包括零售业、餐饮业、娱乐业甚至还有历史博

物馆等等，大家集思广益共谋发展。 李峰说：“如果是单纯依靠

自身各自为战， 比如延长营业时间而带来电费、 人员消耗等，

倘若不能够赢利或是收支达不到平衡， 这赔本的生意很难做

下去。”

李峰表示， 可以考虑在一些适当的区域集中发展“夜经

济”， 以多种功能来吸引更多的市民前来消费。 规划区内布局

设施统一规范， 由城管部门、 卫生部门及治安管理部门共同

出面， 特别像餐饮一条街， 尽量引进外来饮食文化， 举办各

具特色的地方饮食文化节， 让市民逐渐养成夜间消费的习惯。

城管部门：建议规划经营场地

城市监察支队淇滨大队副队长陈继宏 给商户们规划出

经营场地。“希望政府划定专门的区域作为集中经营场地，以便

于执法部门监管规范其经营行为。对于无证经营商家不能一堵

了之，还是要进行疏导规范，使之不阻塞交通，不占用人行道和

绿化带，影响行人车辆出入。

另外， 摊位要依据划线摆放整齐， 卫生方面达到标准且

经营不得扰民， 使之在规范化管理中切实成为城市夜间亮丽

一景。 ”

工商部门：亟待建成规范市场

市工商局市场合同科科长刘合喜 在城市规划出的经营

场地上，依据市场准入资格多元化，工商部门对符合条件、一系

列审批程序完成后办理了营业执照的商家，负责规范管理其经

营行为。

刘合喜说：“‘夜经济’的红火，对解决人员就业、丰富市民

夜间消费、 活跃夜间生活起着积极作用。 但同时， 管理不到

位的话， 也容易出现影响交通、 占道经营、 噪声扰民等情况。

在城市规划中要规划集中经营场地， 将夜市纳入城市建设总

体规划， 合理布点， 使夜市摊点有固定地点、 在固定时段开

展经营活动， 既方便人民群众夜间饮食需求， 又便于规范经

营和统一管理。”

“各级政府应当牵头组织相关部门统一负责对夜市的管理

工作，本着‘谁开办，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由市场开办方履

行市场管理职责，杜绝‘有证严管，无证不管和谁都管、谁都管

理不了’ 的现象。 执法部门应定期对相关食品进行抽查检测，

查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维护市场交易秩序； 对不具备条件，

未经批准设立的夜市、 占道经营及流动经营的商贩， 予以清

理取缔。

“‘夜经济’的发展要有城市规划并形成一定的规模，由符

合规划要求、具备开办条件的单位开办，场内各个依法经营主

体共同营造城市‘夜经济’亮点。 ”刘合喜说。

公安部门：为“夜经济”保驾护航

市公安局副局长石汴生 “夜经济”是我市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发展“夜经济”对于促进我市整体经济发展、方便人民

群众、提升城市品位等具有重要意义。 为发展“夜经济”保驾护

航、提供良好的治安环境，是公安机关义不容辞的职责。

要学习“夜经济” 先进地区的治安管理经验， 加强对夜

市、 夜晚文化娱乐场所的巡逻， 对于“夜经济” 集中的地方，

还要成立警务室， 动员“夜经济” 组织和个人组成义务巡逻

队、 安装“电子眼”， 与公安机关共同开展治安防范， 对发生

在夜市、 夜晚文化娱乐场所的案件， 要迅速出警、 快速侦破，

同时要加强对“夜经济” 从业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他

们遵守法律的自觉性。

规划部门：立足本职合理规划

市规划局总规划师耿明杰 催生我市“夜经济” 发展的

问题， 关键是通过规划的调控手段。 合理布置商业网点、 公

共绿地、 休闲娱乐场所， 塑造城市特色， 打造城市品位， 完

善城市功能， 使鹤壁成为一个非常有特色的、 生态型的、 滨

水宜居宜业的城市。 以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和活力， 吸引大量

的外来人口来此旅游、 创业、 生活， 促进城市旅游业、 服务

业的协调全面发展。

发改委：促进城乡服务业协调发展

市发改委政策法规科孟凡涛科长 我市 2007年初就被列

为全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市， 重点将在全市促进城乡服务

业协调发展方面开展试点工作。 今年的发展目标是：力争全市

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0%左右， 现代物流、 商贸流通、 旅游、

文化、 职业教育等行业实现较快增长， 房地产、 金融等行业

稳定健康发展。

“我市将从制订服务业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全面启动实施

开展服务业综合试点改革工作、抓好规划布局等措施，推动服

务业的发展。”孟科长说，“抓紧制订‘鹤壁市促进城乡服务业协

调发展中长期规划’， 要在开发区、 淇滨区综合行政配套改革

上、促进本地服务业发展上和促进商品交易方式转变上有新突

破，以促进城乡服务业协调发展，为我市‘夜经济’的发展推波

助澜。 ”

经济学家：让“夜经济”充满活力与生命力

全国高职院校市场营销专业研究会理事刘厚钧副教授

要发展“夜经济”，首先是要办出经济特色。 商业布局上注

重规划和引导， 在统一划定的区域内明确规划好经营种类，形

成规模效应，营造消费氛围，分出各具特色的集中营业区域。因

为商品种类集中更能增强经营适应性，以适应不同消费群体的

需要，吸引喜好个性消费的人群前来光顾。如北京的三里屯、莲

花池，提起来就知道是酒吧；北京的秀水，说起来就知道是购买

服装的地方。 这些都是商品种类集中、形成规模后更好地吸引

消费者的成功范例。

“最好是由主管部门出面组织，这样才便于管理。时间可以

选在每年的 5月、6月、7月、8月、9月，根据市民的收入，确定

夜市的消费水平。 ”刘教授说，“这样不仅可以吸引一些下岗人

员再就业，还能拉动中低层人群的消费。‘夜经济’发展好了，也

能吸引外来人口，带动商业往来。 另外，在发展商业夜市的同

时，还可以发展文化夜市。 ”

刘教授说，他想给有关部门提这样一个思路：发展“夜经

济”，可以在现有的情况下，发现需求，满足需求。但这是比较被

动的，想在此基础上发展得更好，更应该在发现需求、满足需求

的同时，把一些好的消费项目引进过来，以创造新的需求。

在构建和谐社会，积极拉动内需的基础上，去主动创造需

求，再进一步满足需求。把一些好的消费方式引进过来，并创造

出富有本地特色的消费方式，以调动消费者的兴趣，引导他们

逐渐接受这些消费方式，培养其在这方面的消费意识。激活“夜

经济”重在创新，一边推广以往的，一边开发新型的，这样的“夜

经济”才更有活力，更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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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 24小时营业的餐厅、购物商场晚上 9点前就关门歇业、晚饭后除了新区新世纪

广场，夜幕下的鹤壁无处可去成为许多人、特别是外地游客的烦恼……近日，本报记者通

过对我市“夜经济”现状的调查，采集市民的意见和建议，以及推行“夜经济”将会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来透视华灯夜景下鹤城的商机与魅力。

策划 / 姚菊泉 王金春

执行 / 刘春有 李德庆 黄乾

文字 / 晨报记者 陈海寅

摄影 / 晨报记者 赵永强

作为一个优秀的旅游城市，鹤壁的山明水秀与人文荟萃令

人流连忘返，整洁优雅的市容市貌令人赞叹；作为一个充满经

济活力的城市，不断涌入的企业、年轻白领、旅游者、外地置业

人士，也为鹤壁带来了巨大的休闲消费市场。 但是作为一个有

着无限发展契机的城市，“夜鹤壁”的内容稍显匮乏，休闲场所

也很分散，规模化、个性化、标志性的夜间消费场所尚未出现。

致。 可是咱们这边的茶楼分明是麻友聚会的场所。 ”

市民张静说。

在新区新世纪广场东区的一家茶楼， 记者一进

去就听见了打麻将的声音。“我们这里都是包间，可

以打麻将，也可以提供棋牌娱乐。”该店老板介绍。同

样，在淇滨菜市场附近的一家茶楼里，据记者了解，

他们所提供的娱乐和服务项目大致相同。“想喝茶喝

茶，想打牌打牌，都可以。”服务员介绍，“不过大部分

是过来打麻将的。 ”

【咖啡厅：情调雅致，收费也高】

“我和男友去年确定恋爱关系时就是在一家咖

啡厅。也可能是环境的缘故吧，感觉就是不一样。咖

啡厅装修设计很有情调。 ”陈双丽向记者介绍，“但

收费都比较高。 情人节当天我们来这儿点了份情侣

套餐，要价 299元，如果单点还会更贵。 ”

晚上 8时，记者来到了位于华夏南路上的一家

咖啡厅。进了大厅，就感觉出了一种别样的情调。但

记者看了一下，虽然是周末，但该餐厅的包间和雅

座还有很多空位。 在淮河路的一家咖啡厅里，情况

也是如此。

【茶楼：多为麻友聚会处】

“我去郑州玩，和朋友一起去了茶楼。 那里的环

境很好，很适合朋友小叙，装修和布景也很清新雅

喝

观了这家健身场所。“这里是健美操场地，那边是

私教室，楼上是浴室和休息室，还有瑜伽室、器械

室等。 ”工作人员介绍。

记者大致看了一下， 这个健身场所设备比较

齐全，来此健身的顾客着实不少。“什么好都不如

身体好， 没事的时候就来锻炼锻炼。 增强体质不

说，还能减肥。 ”在此健身的李女士对记者说。

【汗蒸馆：新型的健康美容场所】

采访中， 记者在华山路发现了一家新开的汗

蒸馆。据老板介绍，汗蒸是一种新型的健康美容方

式。 记者采访时，前来询问的顾客络绎不绝。

在楼上的蒸房， 记者刚推开门就感觉一股蒸

气迎面扑来，几位顾客满面红光地从里面走出来。

“感觉很好，蒸完全身上下都舒服，特别轻松。 ”一

位顾客告诉记者。

记者从吃、喝、玩、养、购等方面，对我市的

“夜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调查。除了个别的行

业较受市民青睐外，“夜经济”的整体发展不容

乐观。 要发展好“夜经济”，市民和商家有什么

样的看法？ 相关部门要怎么做来催生“夜经

济”？我市的“夜经济”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如何

让“夜经济”的发展充满活力与生命力？

市民晚上徜徉

于步行街各个街

头小吃摊点。

夜晚,新区新世纪广场呈现出一片繁华的景象。

在我市某

超市内，临近打

烊时间，市民匆

匆购物。

市民建议

注重步行街在

“夜经济” 中的

商业地位，将其

打造成鹤城的

一个亮点。

新区夜景

灯

还

亮

，

门

已

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