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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三分之一网吧亏损经营

“也就是这一两年的事，生意突然
就不行了。现在我们要么改变，要么等
死。”中州路某网吧经营者李先生感慨
地说，他正在谋划转型。

市文广新局文化市场管理科科长
李振刊介绍，2010 年是网吧业发展的
转折点，当年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发布的
相关报告显示：2010 年网吧市场规模
为 771.169 亿元人民币，相比 2009 年
886 亿的市场规模下降了 12.96%。全
国网吧的业绩大幅下滑，洛阳自然也
不例外。截至目前，我市共有网吧 618
家，虽然数目与最多时的 627 家相差
无几，但其生存环境已大不如以前。其
中，1/3 的网吧亏损，1/3 的可以保本，
剩下的 1/3 仅能维持微利。而可以盈
利的网吧大都分布在客源相对稳定的
大学附近。

在景华路经营网吧的郑先生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除了节假日能达到七成
的上座率，平时的上座率基本不到五
成。与此同时，员工的工资已经从不足
千元涨到了近2000元，而上网费原地
踏步，还是每小时 2 元。每月扣除人工
成本和近5万元的房租、水电费等，根
本赚不了钱。

转型：
网吧变身综合娱乐场所

与李先生和郑先生经营的清冷网
吧不同，长安路的某网吧内很是热闹：
宽敞明亮的大厅，精致气派的欧式装
修，前台各式咖啡饮料一应俱全。除了
电脑，网吧内还有6张台球桌、6间棋牌
室、1间茶室……这里更像是一个集多
种娱乐功能于一体的休闲会所。

这家网吧的老板马斌说，现在的
“多功能网吧”是他在北京、上海等地考
察后做出的调整。据他介绍，目前网吧
在13 时到 22 时高峰期的上座率可达
90%，利润比以前提高了 50%以上，
上网费以外的收入已经能占总收入的
1/3左右。

马斌计划继续扩大网吧的经营规
模，增加“影 K 吧”“书吧”等项目。或
许，这在未来将彻底颠覆“靠机时费创

收”的经营模式。
与这家网吧相比，一家连锁经营的

网吧除了在店内提供高端的上网环境，
还尝试拓展店外业务。“我们借助于连
锁网吧的直营门店和加盟门店的布局，
增设连锁便利店、宾馆、社区服务等业
务，效益可观。”店主坦言。

今年2月，文化部把北京、上海、洛
阳和长沙四个城市确定为互联网上网
服务行业转型升级工作试点城市。3
月，洛龙区的创瑞拓网吧投入运营，成
为“多业态经营”试点。7 月 29 日至 30
日，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第4次率调研
组来洛，实地调研我市互联网上网服务
行业转型升级试点工作，他指出“洛阳
试点经验有推广意义”。

未来：网吧进入“吧时代”

网吧变身“高大上”娱乐场所之后，
对其社会形象的提升，同样显而易见。

近日，上文提到的连锁经营网吧
内，市民邓女士正在网上看电影。她说，
这个网吧气氛很好，还能跟朋友聊天、
喝咖啡，感觉很好。

李振刊表示，网吧转型也会促使其
经营更加规范。

其实，目前全国许多规模较大的网
吧，都纷纷在“吧”字上做文章，突出文
化体验功能，纷纷转变为“网络咖啡”
式、“演艺吧”式、“电子竞技”式、“物流
配送+网吧”式等兼具上网服务、健身
竞技、社交等多种功能的场所。

苏州某网吧引入江南园林风格的装
修，并使用更规范、品质更好的正版软件。
经过整体提升，上座率从40%升至70%，
单机收入从每小时15元增至30元。

四川某网吧定位为“网络学堂”，为
外来务工者提供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
的机会，仅一家网吧就能提供 25 个类
别、66个技能项目的素质教育，视频资
源超过16万分钟。

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院长刘玉来
表示，网吧单纯售卖上网业务的年代早
已过去，只有改善经营环境、提升服务
水平、尝试多元化经营、增加服务功能，
才不会被高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所抛
弃。今后，作坊式单体网吧将逐渐退出
历史舞台，集商务、休闲、娱乐、咖啡等

“多业态经营”于一体的高端网吧，将日
趋成为主流。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宁

转型升级
“多业态网吧”成新宠

目前，我市的一些网吧已经转型，通过增设咖啡厅、书
吧、台球等形式，发展多种经营，效果不错，成为网吧业的
新宠。未来，“多业态经营”或成为城市网吧转型的方向。

9月下旬，全省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转型升级现场会在
我市召开，文化部相关负责人曾四次来洛调研指导试点工
作，对洛阳试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洛阳试点“方向
正确、步子稳妥、初见成效”，具有向全国推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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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洋地名、怪地名

“国际广场”“曼哈顿”“加
州”“香榭里”……漫步街头，
在一些住宅小区或在建的楼
盘宣传广告上，这样的字眼恐
怕大家并不陌生。这些看起
来洋味十足的名字，虽然很
能吸引一些目光，但也有人
不认同。

“开发商都想用一个响亮、
看起来上档次的名字，博得人
们的目光，可以理解，但也不
能只在命名上花心思。”市民张
忠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房子
好不好不光是名字说了算的。

“咱洛阳有几千年的历史，
起个啥名字不好，非起个洋名，
有必要崇洋媚外吗？”市民周女
士表示，一些楼盘的名字使用
外国的地名，让人觉得远离了
所处城市的文化内涵，人们也
没能真正领略到异国风情。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随着我市经济社会
的飞速发展，城乡建设日新月
异，涌现出一大批新地名。同
时也有一部分地名消失，地名

信息变化频繁，地名数据不新、
不全、不准的问题也日益突
出。有些建筑物还出现了洋地
名、怪地名，甚至使用一些含义
低俗的字眼作为地名，这与相
关规定相违背，影响了我市地
名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水
平。本次普查将对这些问题逐
一进行纠正。

“地名乱象以住宅小区最
为突出。”该负责人说，近年来，
我市对道路等地名的管理较为
规范，但一些新建住宅小区名
字仍存在乱象，以重名、洋名、
用字不规范等情况为主。

该负责人举例说，一些楼
盘的名字使用生僻字、英文字
母等，让人看不懂；一些楼盘，
则突出“国际”“城邦”“广场”
等，这是明显的“傍大款”。

“种几棵树就称为‘某某森
林’，挖个水池就号称‘某某水
城’，建两三幢楼就叫‘某某城
邦’，这种花里胡哨的名字不仅
让人晕头转向，还有损本土特
色文化的传播。”该负责人说。

地名乱象以住宅小区最为突出

“不是随便起个名字就可
以用的，地名命名是有规定
的。”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科长
关汶江告诉记者，地名的范畴
很广，包括行政区域、交通运输
设施、建筑物、道路等，这些地
名的命名有着严格的规定。

早在1995年，我市就出台
了《洛阳市地名管理办法》，并
一直沿用至今。该办法明确指
出，地名的命名应该有利于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团
结，注重反映当地历史、地理和
文化特征，符合城乡建设和城
乡地名总体规划；一般不以人
名作为地名，不以外国地名命
名我市地名；名称应该简洁确
切，含义健康，用字规范，避免
使用生僻字和字形、字音容易
混淆的字。

虽然国务院1986年颁发
的《地名管理条例》并未就洋
地名做出细致规定，但民政
部 1996 年出台的《地名管
理条件实施细则》则明确
要求“不以外国人名、地名
命名我国地名”。

“最近的相关规定，
是我省的《河南省地名管
理办法》。”关汶江说，该
办法自2013年10月15
日起施行，对我省地名
的命名更为细致和严
格。办法指出：禁止使
用 国 家 领 导 人 名 字 、
外国人名和外国地名
作为地名；用字准确、
规 范 ，避 免 使 用 生 僻
字，不得使用繁体字、异
体字等不规范文字。

地名命名一直都有相关规范

既然有这么多规定来限制洋地
名、怪地名的产生，那么，为何禁而不
止呢？记者采访了解到，出现这些现
象的主要原因是监管手段的缺失。

1997年，省民政厅、省建设厅曾
联合下文规定，凡新建的居民住宅
区、商住大楼、综合性办公大楼、桥
梁和其他具有地名意义的各种功用
建筑物（群）名称，开发建设单位在
向建设部门办理项目规划审批的同
时，必须向民政（地名管理）部门办
理建筑物名称登记审核手续，以审
核批准的名称作为该建筑物正式启
用时的标准名称。对申报的建筑物
名称，民政（地名管理）部门应按规
定程序、权限和命名原则在规定时

限内进行审核。建设部门在建设工
程竣工验收时，要查验批准地名命
名的文件，否则可暂缓验收。

“我们知道楼盘名字是有规定
的。”我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
公室负责人杨先生说，他们很清楚
这些政策，但“这都是小事，一般没
问题”。

因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
房地产开发商不经过正规审核，随
意定名，同时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
办法，地名管理部门往往也无可奈
何，最多提出警告、通知纠正等。不
完善的法律导致有效的监督管理手
段缺失，这是造成城市地名乱象的
一大软肋。

监管手段缺失致乱象丛生

如何才能更有效地治理地名乱
象呢？业内人士建议，在地名管理
过程中，需要形成部门联动机制，将
规定落到实处。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地
名的使用涉及公安、民政、住建等多
个部门职责范围，这就需要建立起
各个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对
开发商的广告宣传、地名标志设置
等方面进行共同管理和监督。

洛阳理工学院教授李焕有曾多
次参与我市道路命名以及洛阳十大
文化符号的研讨，在他看来，无论是
道路的命名还是楼盘的命名，都应
该考虑到洛阳厚重的历史文化。

“开发商要为自己的楼盘起个
“美名”无可厚非，但一定要符合规

定，并且也应该考虑洛阳元素，毕竟
楼盘是建在洛阳这座充满文化气息
的城市。”李焕有说，地名的命名应该
突出我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即便是一
些较现代化的住宅小区，也不应该完
全以“洋”替代城市固有的文化内涵，

“如果能够将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相
互交融，那就更好了”。

对于地名的管理，李焕有认为，
行政部门应该充分发挥事前指导和
事后监督的作用。他说，在审批环
节，要加大行政指导的力度，对可能
存在的行为给予审批前的风险告
知，让开发商充分地了解地名管理
有关规定。无论是在广告宣传中，
还是在地名标志设置等后续环节，
相关部门都要严格依照地名有关规

定进行审核。同时，要不定期
对所在区域的地名实行动态
检查，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做
到严惩不贷。

业内人士提出建议，政府
可以设立诚信平台，将开发商
违规使用地名的行为列入不
诚信行为，建立信用档案库，
一旦出现该行为，使其在企
业经营行为中付出代价。

治理的关键是有法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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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本报首席记者 李三旺

我市启动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

日前，我市就落实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进行部
署。近年来，我市城乡建设日新月异，地名信息变化频
繁，地名数据不新、不全、不准的问题日益突显，有些建筑
物还出现了洋地名、怪地名。我市的地名存在哪些乱
象？国家、省、市对地名管理有哪些要求？地名乱象缘何
禁而不止？记者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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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