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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婧是新华区一家网吧的
老板，最近她总是眉头紧锁。原
来，为了吸引顾客，网吧前两天
推出了充 100元赠 200元活动，
但结果并不理想。看着空旷的网
吧大厅，想到往日座无虚席的场
景，辛婧陷入了沉思。

从座无虚席
到门可罗雀

陈雷是一名“90 后”。上学
时，每逢寒暑假，他都会约上同
学去网吧打游戏。他说，网吧伴
随着他的青春记忆。

不同于陈雷，“80 后”的周
策对网吧有着更为“多样”的感
受。“查过分，聊过天，抢过课，改
过毕业论文。”周策说，网吧为家
中没有电脑的他提供了便利。

他们记忆中的网吧总是座
无虚席。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运
河区解放路上的一家网吧。这里
的顾客屈指可数。大多数座位空
着，有的电脑键盘上落满了灰
尘，只有手指敲击键盘的声音在
空旷的大厅中回响。

随后，记者在沧州连续走访
了几家网吧，发现情况都差不
多。一家上下两层的网吧里，只
有 3名顾客在打着时下流行的
游戏。此外，个别网吧因生意不
好，或闭门谢客，或打出“转让”
的牌子。新华区一家网吧的老板
辛婧说：“现在我们这行就是夕
阳产业，属于有一天没一天了。”

今年30多岁的辛婧2000年
开始经营网吧。她说，生意最好
的时候是在 2010 年前后，每天
都有上百人来网吧，逢年过节更
是座无虚席，要排队等候。“生意
最好的时候一年能挣三四十
万。”说起火爆的那几年，辛婧的
脸上有了神采。

“我干网吧 20年了，已经有
感情了，以前确实挣了点钱，现
在只要能维持日常经营，我就会
开下去。”辛婧说，她期待着转机
的到来。

网吧被逼到“墙角”

日前，记者在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了解到，沧州市区最多时
有上百家网吧，而前段时间的
统计数字显示，新华区仅剩 16
家，运河区仅剩 35家，与巅峰时
期相比，规模缩水了一半。

“以前寒暑假最喜欢做的
事情就是和朋友们一起去网吧
上网。”家住市区的吕越曾是一
位网吧常客，如今，他已经有 3
年多没有涉足网吧了。“比起用
电脑玩游戏，我更喜欢用手机
打游戏，刷短视频。”吕越说。

“家庭电脑和智能手机的
普及，让网吧经营一年不如一
年，收益也在逐年下降。”辛婧
说，为了吸引顾客，她推出了各
种优惠活动，仍未挽回颓势。

“以前‘80 后’和‘90 后’是
上网的主力，但这些顾客已经成
家立业，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网吧
玩了，而‘00后’更喜欢手游。”辛
婧无奈地说。

转变经营模式求生存

面 对 日 益 严 峻 的 经 营 状
况，一些网吧经营者选择了关
门或者转行，而有些经营者则
选择转型网咖求生存。

网咖，顾名思义就是网吧+
咖啡，最初的设想是为人们提
供舒适又便捷的上网环境。位
于新华区的一家网咖就是由网
吧转型而成的。与传统印象里

灯光昏暗、烟雾缭绕、人员混
杂 的 网 吧 不 同 ，进 入 网 咖 后
的 第 一 感 觉 便 是 整 洁 干 净 ，
地 面 一 尘 不 染 ，屋 顶 上 悬 挂
着 冷 色 系 LED 灯 ，装 修 颇 有
科幻感。

在 运 河 区 一 家 网 咖 ，记
者进门后发现店里的装修风
格 和 咖 啡 店 相 似 ，墙 上 贴 着
暖 色 系 墙 纸 ，挂 着 颜 色 明 媚
的艺术画，走廊里有书架，图
书的空隙间摆放着绿色的植
物。店内除了上网的区域，还
有休闲区域，可以喝咖啡、吃
简餐、看电视、读杂志。

“网咖的环境比网吧好太
多了，虽然价格稍微贵一点，
但我感觉体验要比网吧好。”
相对于环境嘈杂的网吧，顾客
程宇平时没事就会邀请朋友
来这坐坐。在他看来，网咖除
了能休闲放松外，还附加了社
交属性。

“现在的娱乐方式呈现多
样化，大家不再局限于电脑游
戏。智能手机和家庭电脑的普
及对网吧这个行业的冲击是
巨大的，而且随着运营成本的
增 加 ，市 里 网 吧 确 实 难 以 为
继，为了生存下去，面向未来
进行转型是很有必要的。”运
河区文化和旅游局文化市场
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王永辉
对记者说道。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目前，新华区仅剩16家网吧，运河区仅剩35家，与巅峰时期相比，数量缩
水了一半——

被逼到“墙角”的网吧
本报见习记者 王宝航 摄影报道

如今的网吧变得十分冷清如今的网吧变得十分冷清

本报讯 （通讯员 杨进
涛 记者 崔春梅）近日，在肃
宁县河北留善寺镇西乾泊村，
左传信、李富玲夫妻因家中大
量鸭梨滞销发愁。当地爱心企
业泽信地产肃宁县项目部一口
气买下 5000多公斤鸭梨，解了
夫妻俩的燃眉之急。

左传信和李富玲的儿子在
唐山上大学，一家人原本过着
平凡而幸福的生活。谁知，李富
玲患上特发性再生障碍性贫
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左传
信带着妻子辗转各大医院接受
治疗，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下
十几万元。

左传信身体也不是很好。
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他不敢

外出打工，只能在附近打零工。
家中种植的10亩梨树成了他们
的主要经济来源。今年行情不
好，丰收的鸭梨滞销，李富玲每
个月3000多元的医药费也成了
难题。

得知这个情况后，河北留
善寺镇西乾泊村党支部书记陈
雷积极发动村民和亲友购买，
可是仍有5000多公斤鸭梨没有
卖出去。陈雷只好向肃宁县融
媒体中心求助。肃宁县融媒体
中心工作人员经多方联系，得
知泽信地产肃宁县项目部愿意
买下滞销的鸭梨，帮左传信、李
富玲夫妻解燃眉之急。

随后，泽信地产肃宁县项
目部工作人员不仅一口气购买

了滞销的 5000多公斤鸭梨，还
给左传信、李富玲夫妻俩送去
大米、食用油和慰问金。

“多亏了这么多爱心人士
和爱心企业帮忙，给滞销的鸭
梨找到销路，解了我们的燃眉
之急……”滞销的鸭梨销售一
空，左传信感动得连连向大家
道谢。

肃宁一农民家中5000多公斤鸭梨滞销

爱心企业“包圆”了

众人抢购滞销梨众人抢购滞销梨

众人帮忙，肃宁
梨农滞销的5000多公
斤鸭梨销售一空……
请用手机扫描二维
码，观看相关视频。

扫码看视频
新闻料更多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新苗
记者 刘冰祎）日前，孟村回族自
治县一辆核载9人的面包车里竟
挤进去 18名幼儿。交警将这辆

“黑校车”查扣，并将幼儿安全转
运。

日前，孟村回族自治县公安
交通警察大队环保中队民警在路
上巡逻时，发现一辆面包车有超
员嫌疑。交警将车拦停检查，发现
车内竟然挤进18名幼儿。面包车
后排座位都被拆除，这些幼儿只

能挤坐在加装的长凳上。除了司
机，车里还有一名随车老师。

经核查，这辆面包车核载 9
人，实载 20人。司机说，他帮幼
儿园运送学生，但交警发现这辆
面包车没有办理过任何关于校
车的手续。

随后，交警依法扣留了面包
车，并将幼儿安全转运。司机因
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刑
事立案调查。目前，此案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拆掉车座放长凳
18名幼儿挤进去

超员“黑校车”被孟村交警查扣

近日，新华区欣怡社区举办了一场趣味运动会。夹乒乓球、投飞
镖、套圈等游戏让居民过足了瘾。 姚连红 张兴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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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家具、办公用品、铝合金门
窗、废铁、饭店用品，一切库存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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