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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月 1日
检修停电安排

设备停电检修期间，严禁
有自备电源的单位向电网倒送
电。请广大用户务必注意防范
电气火灾，停电以后请立即关
闭电取暖器具等容易引发电气
火灾的用电设备电源开关，防
止来电以后引发电气火灾。如
因天雨或其它特殊原因导致线
路停电工作顺延、改期或取消，
请谅解。线路具体停电时间参
见中缝停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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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株洲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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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电

20
:

00

停电
线路

停杨家
岭变电
站：杨
月Ⅲ杨
332#12+
1铁路
通台区

影响
区域

芦淞
区：铁
路通
台区

2020年 7月 2日
检修停电安排

设备停电检修期间，严禁
有自备电源的单位向电网倒送
电。请广大用户务必注意防范
电气火灾，停电以后请立即关
闭电取暖器具等容易引发电气
火灾的用电设备电源开关，防
止来电以后引发电气火灾。如
因天雨或其它特殊原因导致线
路停电工作顺延、改期或取消，
请谅解。线路具体停电时间参
见中缝停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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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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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月
形山
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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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红
线月
364#
19~月
364
保安
公司
环网
箱
310
线
路；
月杨Ⅰ回
月
302
银泰
支线
#01~
月
302
银泰
支线
#15~
成功
置业
分接
箱
310
线路

影响
区域

荷塘区：
月 364：
红旗公
馆专配
3029（双
电源其
中一

回）、红
旗公馆 2
栋台区
箱变；

月 302：
太阳村
部台区、
明照太
阳村部、
快速环
道路灯#
01箱变、
庞大贝
宁新能
源汽车
销售服
务公司
箱变、成
功置业
一台区
箱变、成
功置业
二台区
环网箱
变、成功
置业专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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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记忆

养生堂

天太热了
吃点啥好
这几天，越来越热了，因

为热，胃口便不太好，吃不
好，就会影响人的精气神。那
么，应该吃点啥好呢？

最佳汤肴———番茄汤。
夏令多喝番茄汤既可获

得养料，又能补充水分，一举
两得。番茄汤所含番茄红素
有一定的抗前列腺癌和保护
心脏的功效，最适合于中老
年男性。

最佳饮料———热茶。
夏天离不开饮料，首选

饮品应是极普通的热茶。红
茶中富含钾元素，既解渴又
解乏。

最佳营养素———维生
素E。

人在夏天会遇到三大危
险，即强烈的日 照 、臭 氧 与
疲劳，而维生素 E 可将这三
大危险降到最低程度。维生
素 E 在 麦 芽 、麸 皮 面包、胡
桃泥、奶制品等食物中含量
较多。

最佳调味品———食醋。
夏天出汗多，多吃点醋，

能提高胃酸浓度，帮助消化
和吸收，促进食欲。醋还有很
强的抑制细菌能力，对伤寒、
痢疾等肠道传染病有预防作
用。夏天人易疲劳、困倦不适
等，多吃点醋，很快会解除疲
劳，保持充沛的精力。

最佳蔬菜———苦味菜。
夏季气温高湿度大，往

往使人精神委靡、倦怠乏力、
食欲不振。此时，吃点苦味蔬
菜大有裨益。苦味蔬菜中含
有丰富的具有消暑、退热、除
烦、提神和健胃功能的生物
碱、氨基酸、苦味素、维生素
及矿物质。苦瓜、苦菜、莴笋、
芹菜、蒲公英、莲子、百合等
都是佳品，可供选择。

（本报综合）

茶陵县城洣水街（含七总街）西起犀城广
场的天天康大药房（以前的广场商店），东至
洣水河边。新中国成立前，县城推行保甲制，
七总街至腊园的这条街改编为四保。1950 年
废除保甲制度，四保辖区改称交通街。1983 年
1 月，交通街分为两条街，以广场为界，以西
（含广场）为交通街，以东为洣水街。

这条街上仍保留着不少砖木结构的老旧
商铺，和解放街一样，是明清时期以传统商住
为主要功能的街道。

一
犀城广场没开发前原是一座山，之前山

上还存有风云仙寺观、乐善坛等旧址。如今在
交通街（转弯去县委大院处）的两边，各有一
口乐善井。井水系云阳山泉，四季不涸，清甜
甘洌。

从犀城广场天天康大药房向东出发，前
面即是建于 1950 年的老牌新华书店。新华书
店初始租借在古城迎湘门城楼上，后来改建
于此，是犀城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国营书店。
30年前，我在二中就读时，经常和同学来此阅
读。店内没设桌椅，我们就蹲着或站着看书。
各种书籍分门别类地摆放在书架上，林林总
总，整洁美观，馨香诱人。每本书籍的书脊和
封面设计都独具匠心。手捧书本一页页地翻
阅过去，仿佛是穿越在两岸风光旖旎的时光
河流中。我们沉醉在文字的世界里，忘记了腰
酸背疼，忘记了时光的流逝。新华书店，曾是
犀城无数学生和爱书者的温馨家园。

二
新华书店再往前便到了屯下，茶陵话“屯

下”即是地势低下去的意思。过去这里有一条
被修成一层一层阶梯式下坡的小道，因而也
有说“屯”就是由层转化而来。

屯下左边有几家理发店，其中有一家门
面很旧，经营模式还属于 20世纪的师徒店。除
理发外，理发师还为顾客进行推、捻、按、揉等
服务。走进理发店，泛黄的墙面、老旧的理发

椅、理发剪、梳子、海绵刷、爽身粉等工具，让
人恍惚，仿佛时光倒流，有进入一部老电影场
景的感觉。在现代理发店的冲击下，这家老式
店铺依旧凭着世代传承的技艺留存下来。上
辈人始终难以割舍对传统剃头的依恋，那种
轻揉慢捻的功法，就像通上了微电流，随手游
走，叫人无处不舒适，无处不熨帖，这种感觉
已然浸入骨髓。

理发店前面，有一栋破旧沧桑的店铺，这
就是 1949年前后老街规模最大的一家照相馆
——真吾照相馆。那时候照相技术落后，设备
极其简陋，又没有电，只能采用室内自然光度
来拍照，利用阳光晒相片，凿壁取孔映着自然
光放大相片，用煤油灯罩上红纸照明洗相。一
旦感光不及时，黑白反差过大，就会影响相片
质量。尽管照相质量不高，但价格非常昂贵。
当时拍个人照片，全身相多为四至六寸的，半
身相多是两寸的。而拍摄一张四寸相片，价格
相当于一担谷。因而，照相的多是有钱人家，
他们纷纷来此，把美丽和笑容定格在永恒。

三
真吾照相馆的对面，曾有一家老街规模

最大的冰棒厂。一分钱一根的冰棒，凉飕飕，
甜津津，又刺激又解渴，吃了一根还想一根。
那些背着冰棒箱的身影，穿梭在大街小巷中。
一声声“买——冰棒——”，拖着茶陵话特有
的尾音，跌宕起伏又婉转悠扬，和着空中高高
低低长长短短的蝉鸣，仿如一首遥远又清新
的歌谣，成为老街人炎炎夏日里挥之不去的
乡愁。

冰棒厂的旁边曾经是县人民医院。茶陵
的医疗组织始于明朝嘉靖年间，州衙前曾设
的惠民药局，就属于官办督医制药机构。县人
民医院创办于 1952 年 8 月，由衡阳专署人民
医院抽调 35 名医护人员，携带医疗器械到洣
水街创办的，起初名为衡阳专署人民医院茶
陵分院，第二年，改为茶陵县人民医院，1958
年搬迁到交通街。

屯下左边有一条小巷叫罗八栋巷，因临

街曾一字排列八栋罗姓房屋而得名。小巷进
去往北可以通到一化坛。

1950 年，政府在一化坛建成面积 1440 平
方米、容量 2700 吨的地板仓库——解放仓，
用来粮食储存，并在罗八栋巷对面开设城关
粮店。计划经济时代，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
策，城乡群众的吃饭问题，都是国有粮食部门
根据国家的政策和规定，一丝不苟认真进行
安排实施的。那时候，每逢粮食收获季节，人
们便挑着箩筐拉着板车，把粮食一担担一车
车往粮仓送，一化坛一时热闹非凡。

四
屯下右边有一居民小区叫佰芳嘉园，以

前这里是非常有名的国营百纺公司。百纺公
司也叫纺织品公司，由成立于 1954 年的县国
营花纱布公司改称而来的。那时，棉布和粮食
一样，也实行统购统销，凭布票供应。记得那
时每人每年供应的布票，只能满足每人每年
做两件衣服的布料。布料主要是棉布，后来出
现了涤纶布、涤卡布、腈纶布、的确良布等。做
一件新衣服非常不容易，大家都很珍惜，往往
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衣服
的颜色和款式很少很单一，呈现出高度统一
的特征，只有“老三色”，蓝色、绿色、灰色；

“老三样”，中山装、军便装、人民装。因此，那
时的服装是“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衣服
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地位，不分季节，比
如，春秋季的衣服到了冬天可以套在棉衣外
面当罩衣穿。

沿着洣水街继续往前走，经过罗八栋，便
进入七总街。街道两边有好几家弹棉花的店
子。看到那戴着口罩的身影和棉絮飞舞的场
景，就会想起那首歌：“弹棉花啊，弹棉花，半
斤棉弹成八两八哟，旧棉花弹成了新棉花哟，
弹好了棉被，那个姑娘要出嫁……”

1956 年，城关染织生产合作社（1974 年，
改为县棉织厂）在贺家祠成立，织出的青大
布，土白布，青蓝布，创历史最高纪录。那时
候，工人非常吃香，谁要是找对象找到棉纺织
厂的女职工，那可是很荣耀的事。

贺家祠的东边，即现在的洣水社区，1949年
以前为李家祠。李家祠、贺家祠和豆巷的江西会
馆、灵官庙的庙台，曾是茶陵湘剧和采茶戏的演
出场地。每逢演出，锣鼓一响，万人空巷。

五
李家祠后来被改建为茶陵印刷厂。茶陵

印刷厂建于 1952 年，曾有过土地委员会商报
生产部、茶陵县人民印刷厂等名。与《茶陵报》
合并后，改称茶陵报印刷厂。到 1962 年，才更
名为茶陵印刷厂。

洣水社区对面的那条小巷，即是九总街，
明清时期曾是三条驿道汇合之处。洣水社区
前面的直角转弯处，也是七总街和六总街的
交界处，由此进入解放街。这里有一条小巷叫
豆巷，因买卖黄豆而得名。豆巷两边有茶陵江
西会馆（航运公司）和搬运公司等旧址。穿过
豆巷沿着河边小道可以从迎湘门进城，也可
以经过铁牛亭，从文星门进城。

漫
步
洣
水
街

夏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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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城广场

老旧商铺

真吾照相馆

乐善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