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临寿春路桥，西接宿州路，在这段不

足一里的寿春路上，与“婚庆”两字沾边的商

铺就有46家，这么密集的婚庆一条街，如何

规范市场竞争成了关注的焦点。

“要想做大做强，靠单打独斗没戏，必须

形成婚庆联盟。”袁玲说，为了提升婚庆企业

形象，2010年9月，寿春路上的37家婚庆公

司联手，成立了“寿春路婚庆联盟组织”，这

样的“抱团”行为，不仅加强了同行之间的相

互交流，同时对违规商户也进行了约束。

“联盟成立以来，我们先后组织会员单位

去大连、上海等地参观学习，并定期给经营者

和员工进行业务培训，不断提升行业服务水

平。”寿春路婚庆联盟秘书长表示。

抱团经营 成立“联盟”突
破

逍遥津街道招商办负责人袁玲告诉记

者，“婚庆一条街”的创意来自民间，1999年9

月9日，第一家婚庆公司落户寿春路。因为

与步行街一楼之隔，寿春路上人气渐旺，年轻

人频频光顾，商家嗅到了潜在的财富气味。

于是，2003年寿春路上又落户两家婚庆

公司。到2005年，10家自发形成的婚庆公

司落户，不仅涉及婚纱摄影，与婚庆相关的

喜铺、策划等也不断出现，婚庆业态开始多

样化。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在寿春路上的婚

庆商店达到了46家。”据袁玲透露，仅2010年，

寿春路婚庆一条街的婚庆产业总营业额就近

5000万元，占合肥婚庆市场总额的90%。

5000万“蛋糕”流入寿春路数
据

见证爱情的浪漫之街

婚庆街，浪漫之街，打造

老城区专业化的特色街道，

商圈结构不断优化调整，整

条街的商业前景值得关注。

在合肥，就有这样的一

条“浪漫之街”。在这里，准

新人不仅可以拍婚纱照、购

婚礼用品、还能举办露天的

“西式婚礼”。如此便捷的

“一站式婚庆服务”也奠定了

它在省城婚庆市场上的“地

位”，这就是合肥婚庆第一街

——寿春路。

记者 董艳芬/文

打造婚庆街“品牌企业”趋
势

拍婚纱照、购婚礼用品……时下，新人在

寿春路不仅可以定制婚纱照拍摄，还可以就

近在寿春路采购结婚用品，寿春路婚庆“一站

式”服务越来越被准新人认可。

而除此之外，新人还能像国外新人一

样，选择露天举行仪式。袁玲说，寿春路已

将逍遥津纳入业态内，目前逍遥津公园已进

行系统改造，其中在逍遥津广场东侧营造了

婚庆特色的景点和景观，用来举行露天的

“西式婚礼”。

“目前婚庆一条街的婚庆公司规模普遍

不大，特色婚庆服务少，婚庆公司质量参差

不齐。未来几年，我们将重点培育1~2个在

业内叫得响的品牌婚庆公司，引导整条婚庆

街的发展。”采访的最后袁玲告诉记者，今年

逍遥津街道还将对“诚信商户”给予一定的

租金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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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长沙酒吧协会一行来合肥考察后

得出结论，合肥目前的酒吧已成一定气候，

但总体定位不明、特色模糊、经营类似，并

且缺乏一个相对集中的、富有文化品位的

消费街区，远未形成“势”。合肥市民的文

化与消费水平和长沙较为接近，如果能打

造像长沙解放西路一样的“酒吧一条街”，

将多种经营风格的酒吧集中到一起，形成

自己的酒吧文化，合肥的酒吧市场有望真

正火起来。

不久后，在黄山路与怀宁路交叉口，将

建成合肥1912。这个被外界普遍认为具有

现代“酒吧一条街”潜质的特色街区，除酒

吧、餐饮、休闲外，还有影院、精品酒店、主

题水疗会所，包括苏荷在内的一些知名酒

吧将入驻其中。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治栋认为，

如今的酒吧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城市文化

的象征，提起三里屯、新天地，人们很快会

想到艺术鲜明的京派文化和情调迷人的海

派文化，合肥未来的“酒吧一条街”，如果能

形成自身的酒吧文化，将为合肥打造出一

张新的城市名片。

合肥何时才有“三里屯”？

合肥酒吧业的“坎坷之路”

张炎，合肥资深酒吧业内人士。

“合肥的酒吧文化最早可追溯到上个世

纪末”，张炎对合肥酒吧业的发展可谓如数

家珍。他回忆，最早具有酒吧雏形的娱乐

场所其实是一家名叫月亮城的迪厅，规模

很小。而合肥的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酒吧

名叫廊桥酒吧，里面放着舒缓的R&B音乐。

演艺酒吧也逐渐成为合肥一道亮丽的

风景。张炎介绍，在2006年至2007年间，合

肥酒吧发展到达了鼎盛时期，合肥各个类型

的大小酒吧加起来有30多家。但是好景不

长，从2007年底开始，大量酒吧因为盲目跟

风、经营不善陆续关门，一度进入低迷的萧

条期。

伴随着酒吧在合肥的坎坷路程，酒吧街

区也经历了起伏变迁，从马鞍山路到沿河

路，再到宁国路，合肥真正意义上的“三里

屯”始终没有成形。

“因为修路的原因，原本马鞍山路上的5

家酒吧纷纷撤出”，张炎告诉记者，马鞍山路

酒吧一条街完全是自发形成的，一方面，马

鞍山路距离市区较近，而且停车方便；另一

方面，马鞍山路上拓佳广场的房子非常适合

开酒吧，而“39°酒吧”的成功运营吸引了其

他投资者来到该路段。

自从马鞍山路修路，不少酒吧又转战去

了宁国路。张炎告诉记者，建酒吧一条街难

就难在物业。“其实合肥酒吧有市场，也有资

本，就是缺少合适的物业。”省城一位长期研

究酒吧的人士向记者透露，以合肥一环以内

的城区为例，尽管庐江路、红星路风景很好，

离市区也很近，但都无法形成“酒吧一条街”。

因为老城区大多是老房子，无论层高还是配

套设施，都无法满足酒吧的需要。

酒吧街区一再成为“泡影”三两好友，聊叙心怀。

酒吧，是城市生活中的独特

风景，也是市民文化中的经

典符号。

酒吧，是城市中的一道

独特风景。在合肥，酒吧不

多，专门的酒吧街区更“凤毛

麟角”。从马鞍山路到宁国

路，再到很多人期待的黄山

路，真正意义上的酒吧街区何

时能“现身”，合肥人又何时才

能真正享受酒吧文化的浸染？

记者 宛月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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