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何春林 通讯员/刘萍 何杏）如果你
有关于我市工人运动历史相关文
物资料，可拿出来放到株洲工人
运动历史展示馆晒一晒。

株洲工人运动历史展示馆位
于二宫内，面积1800平方米，将充
分展示我市百年工运历史的发展
历程和我市工人阶级在革命斗
争、生产建设、改革发展与奋进新
时代等各个时期的历史功绩和辉
煌历程。

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征集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2月
31 日。征集文物范围：参加历届
全国、全省工会代表大会、劳模表
彰大会和工会工作会等重要会议
的文献资料、音像资料、证件、奖
品、纪念品等具有标志性、代表性
的物质和非物质形态物品；工会

履行各项职能、职工生产生活、职
工文体活动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职工技术革新、技术比武、发明成
果等具有标志性、代表性物质和
非物质形态物品；各历史时期能
反映时代特点、地方工会特色的
手稿、书报、办公用品、文献资料、
音像资料、票证、票据、奖品、纪念
品、画册等；与中外工会组织友好
往来的资料和纪念凭证等；株洲
辖区内有重大意义的新中国第一
件工业产品或复制品；反映株洲
市发生过的重大工人运动历史事
件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
义或史料价值的实物用品、音像
图片和文献资料；反映在不同时
期株洲工运事业发展过程中，涌
现出来的杰出劳模或知名人物的
相关文物（劳模或名人的史料、墨
宝、手迹、证件、奖品、纪念品及用

品）；各级领导慰问劳模或工人代
表时的相关文献资料；株洲市具
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会工作者、先
进人物档案资料（手稿、信函、笔
记、论著、印刷制品、证书、影音、
实物）；与株洲工运相关的有价值
的近现代工厂历史资料、其他文
物与文献资料；株洲工业战线艺
术家绘画、书法、雕塑、摄影、工艺
品等美术作品；党和国家领导人
来本地、本企业视察的照片、视
频、报道等资料。

上述负责人称，凡符合展示、
陈列和收藏标准的，将在展示馆
中展示、陈列和收藏，并按照有关
规定登记，建立捐赠档案，向捐赠
者颁发荣誉证书，并在展出时注
明捐赠者姓名。收藏者需保存原
件的，可将原件提供给市总工会
复制后展出。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廖喜张 通讯员/蒋凯宏）近日，市
发改委发布公告，计划于 11 月 24
日召开听证会，核定城区快速公
交廊道票价和调整城区无人售票
公交车刷卡优惠折扣。

根据拟定价方案，城区公交
快速廊道票价与城区无人售票公
交车票价一致，调整城区无人售
票公交车刷卡优惠折扣票价，即
投币2元/人/次不变，刷本地公交
卡乘车由 5 折调整为 7 折（1 元/
人/次调整为 1.4 元/人/次），学生
卡刷卡由 4 折调整为 5 折（0.8 元/
人/次调整为1元/人/次）。

为什么要进行调整？根据公
告介绍，在现有财政补助情况下，
城区无人售票公交车实际平均票
价低于成本。公交公司运营亏损
严重，由于疫情影响，在现有各项
补贴的情况下，预计 2021 年公交
公司亏损将达到1亿元（含智轨一
期项目）。同时，这也是创建公交
都市以及长株潭公交实行“一卡
通”的实际需要。目前，城区公交
快速廊道内有21条城区无人售票
公交车线路交叉运行，城区公交
快速廊道实行刷卡进入，廊道内
与廊道外票价将确保公平性。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听证方案制定和调整票价坚
持三个原则。一是公益性原则，
坚持公交优先发展，保持政府资
金投入力度，不断提升公交服务
能力和水平，确保现有政策内特
殊群体免费乘车，中小学生刷卡
和成人刷卡打折优惠。二是合理
分担原则，在兼顾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同时，实现居民可接受、
政府可承受、企业可持续。三是
合理比价原则，构建城市之间、不
同交通方式之间合理比价关系，
有利于长株潭城区公交一体化整
体运行效率。

市发改委：公交车票价拟调整
成人刷卡调为1.4元/次 学生卡刷卡调为1元/次

广场舞大赛 你去看了吗？

你家有工人运动历史相关文物资料吗？

株洲工人运动历史展示馆邀您晒“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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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高考特殊类型招
生要求发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
2022 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
生工作的通知》。针对保送生、高校艺
术类招生、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
队等四类特殊类型招生，提出了明确要
求。

四类人员具有保送资格

2022年，中学生学科奥赛国家集训
队成员、部分外国语中学推荐优秀学生、
公安英烈子女、退役运动员等人员仍具
备高校保送资格。高校均可以从上述人
员中招收保送生，其中公安英烈子女按
有关规定，只能保送至公安类院校。

记者了解到，比如在第37届全国中
学生物理竞赛中，湖南省有20名学生获
得了国际奥林匹克国家集训队资格，其
中我市有2人入选。

艺术类本科专业不设专业
方向

《2022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
型招生基本要求》明确提出“艺术类本
科专业不得设专业方向”。

很多考生在高考志愿填报中，会发
现很多专业后面会带上括号，括号内就
是该专业的方向描述。比如舞蹈表演
专业就有民族舞、体育舞蹈等。

此次文件要求，对因培养工作需
要，确需在招生考试环节加以区分的，
有关高校可设立招考方向（专业后加括
号注明），如舞蹈表演（民族舞方向）。
如本科专业目录中已经设置的专业门
类、专业大类、专业名称，与本专业选拔
没有太大相关性的方向，改变了专业所
属类别的方向，以及具有管理类属性的
方向等，均不得作为招考方向。

高水平艺术团招生不含美
术等专业

近年来，我市均有高考生以“高水
平艺术团考生”身份参与高招。他们与
普通艺术类的学生不同，可以就读于非
艺术类专业。

此次文件要求，艺术团招生主要招
收艺术团首席表演者或对幼功要求高
的相关专业项目的艺术团成员，不得招
收与艺术团无关的考生。已开设有艺
术类专业的试点高校不再单独招收相
应专业项目的高水平艺术团考生，特别
是美术、书法、播音与主持专业不得纳
入艺术团招生范围。

11 月 6 日，2021
年“制造名城 幸福
株洲”株洲市广场舞
大赛线下决赛在文
化 园 世 纪 广 场 举
行。活动自启动以
来，共有来自全市39
支队伍、1500余人积
极参与，经过激烈地
角逐，最终有12支队
伍脱颖而出，获得了
线 下 决 赛 的 门 票 。
最终，绽放艺术团等
6支队伍获得最佳表
演奖。

（株洲晚报融媒
体记者/刘震 摄）

靠产品质量“危中取机”

一条老街，就是一座城市的编年史。
明朝时，贺氏三兄弟从江西搬迁至建宁，在株洲开枝散叶，他们成了“贺家土”的根源。
24年前，湖北人王光云和老乡一起来到株洲，凭着一身烧烤手艺在贺家土扎根，他们的后代子承

父业，用烧烤与油锅为这座城市的深夜增色。

贺家土，见证江西老表和湖北兄弟的故事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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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N对人体健康有重要影响，随着年龄的增
长，NMN在人体内的含量逐渐降低，衰老和疾病
随之而至。最近几年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老年
朋友都开始重视补充NMN，身体充满活力。

美国原装进口NMN15000 抗衰老适合抵抗
力低下、视力及记忆力减退、便秘等亚健康人群。

NMN15000自引进到国内一年多以前，取得

了不错的口碑，得到了广大服用者的广泛好评，
现在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减轻老年朋友的负
担，总部特拿出少量的货源，免费申领，每天只限
300 名，先到先得。

申领热线：400-070-5969
活动期间只需承担关税

年老体弱者 来电申领

贺家土的烧烤江湖“贺家土”与“贺嘉土”

民以食为天，真正让贺家土
这个地方出名的，还得从 20 多年
前这里冒出个“王胡子”说起。

11月5日下午6点，下班高峰
期，贺家土烧烤夜宵一条街上，烧
烤的孜然味、炒菜的油烟味在空
气中浮动，吸引食客到来。

1997 年，湖北人王光云和老
乡李秋平带着一身传统烧烤手艺
来到贺家土，从两家小小的烧烤
店做起，带动了一群湖北洪湖市
回族乡人来这里创业，成为株洲
夜宵江湖圣地。甚至一段时间
内，这条街所有的门店都是湖北
人经营的。

如今，“王胡子”的二代传承
人王伟明，对跟随父亲来株洲创
业的故事仍记忆犹新。那时，钟
鼓岭、人民南路等区域已经兴起，
贺家土沿线还有很多闲置门面，
王光云和李秋平在这里选了两个
小摊，畅想着若是生意做大了，这
里有地方可以扩张。

但当时谁也不敢想，闻名江
湖的贺家土夜宵，由此生根发芽。

喷香油亮的烧烤，吸引了一
批批食客蜂拥而至。王伟民还记
得，当时店里生意好，父母每天要
忙到凌晨三四点才休息，睡不了
两小时就要起床去买菜，他也在

店里帮忙传菜、洗碗。靠着这种
拼劲，第一年，“王胡子”的夜宵营
业额就有2万元，第三年达到6万
元，并且越来越红火。

“王胡子”在株洲“发家”了。
这一消息传到家乡人耳中，吸引
了一批老乡来贺家土创业。2000
年，这里的夜宵生意迎来第一波
高峰，这条长约 900 米的老街，27
家夜宵店全由湖北人经营。

人在异乡奋斗不易，还好大
家秉承的信念是有钱一起赚，抱
团一起赢。当时，有些老乡缺少
创业本钱，或是门店生意相对冷
清，王光云、李秋平等人都会尽其
所能提供帮助。

王龙伢就是受到王光云的影
响，从开早餐店转行做烧烤，由于
经营不足，创业不够顺利，李秋平
和王光云上门教他，怎么控制火
候。

大家的目光远大，要让顾客
在株洲吃遍天南海北的风味，为
此，他们经常组团去外地，学习当
地的特色夜宵。那时，株洲还没
有“绝味”、“仙都”等细分品牌，王
光云和老乡们一起去武汉学习做
鸭脖并引进回株洲，生意好的时
候，“王胡子”门店的鸭脖和鸭头
一个月能卖8000斤。

提起贺家土，最让外地人迷惑的，还
是这片区域“家”与“嘉”之间界限模糊。
哪怕住在这里的居民，也有不少已经习
惯了沿线门店招牌上“贺家土”与“贺嘉
土”的混淆。

“写哪个字都无所谓啊，反正快递都
能收到。”贺嘉路上一家小吃店的年轻店
员说，自己写“家”字比较多，因为笔画少，
方便。

但对于在这里住了一辈子的贺仁斌
来说，为“贺家土”正名，是他这两年最重
要的一项工作。

贺仁斌向记者展示了他珍藏的家
谱，根据老人的说法，他的祖籍在江西，
明朝时，祖辈贺学杰带着贺学士、贺学济
一起搬迁至此。“贺氏三兄弟”是生活在
这里的第一代，到贺仁斌已是第22代。

“贺学杰生于万历三十八年七月二
十丑时，死后埋葬于贺家土。”贺仁斌带
来的贺氏家谱这样记载，这意味着贺氏
家族在贺家土生活了近四百年。

为什么“家”与“嘉”会混用？贺仁斌
说，2000 年前后，贺家土片区陆续开展
道路更新、路牌设置等工作，一些路牌使
用的就是“贺嘉路”“贺嘉土”，那时，大家
对地名文化的理念也不够清晰。再比
如，神农公园对面有个曹塘坝，“其实最
早历史上叫茶塘坝，附近有茶亭子、土地
庙。后来叫来叫去，才叫成了曹塘坝。”
贺仁斌说，直到前些年，他去王十万乡发
现，当地政府在对混用的“王拾万”与“王
十万”进行修正，便想为“贺家土”寻根正
名。

这几年，贺仁斌一直在做关于“贺氏
三兄弟”以及“贺家土”的历史调查，在他
看来，“贺家土”的背后是株洲贺氏家族
绵延的根与魂，祖辈在株洲开荒拓土的
故事，不该随着城市的变化而褪色。

目前，市民政部门也已着手将贺家
土地名不规范、不统一的情况逐步更正。

▲贺家土烧烤夜宵一条街。伍靖雯 摄

一面是贺家土夜宵的生意
越来越好，另一面却是这条街
的基础设施在城市发展中逐渐
落后。

2004 年起，贺家土夜宵一
条街的堵车现象越来越严重，
各地来贺家土吃夜宵的车子，
挤满这条800多米的街道。而
另一方面，随着天元区滨江北
路等区域的“夜经济”兴起，贺
家土的夜宵市场出现分流。

王光云的儿子王伟民接手
时，便要面对这一困境。虽然

“王胡子”口碑依旧，但这些年
他始终保持着“危机意识”，经
常翻新菜品，保持门店活力。

“目前，我们通过抖音、美团外
卖等互联网平台，让我们的产
品持续走出去，取得了一定的
效果。”王伟民说，疫情的影响
是显而易见的，但从某种角度
来说，这也是一个机会。他时
常也会向长辈请教怎么做好经
营，得到的教诲，是让他“放手
干”。

“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保
持产品的口碑和质量，也许明
年会是新机会。”王伟民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