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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哥吃什么粉。”
“ 炒 码 粉 ，小 炒 肉

的。”
张怡招呼好客人，顺

手拿起漏勺把米粉放到
滚烫的锅里。然后，迅速
地架起炒锅，烧油、放入
肉、豆芽、调料等等，几轮
翻炒后就出锅了。一份
香喷喷的炒码粉，不到五
分钟就完成了。

贺嘉路洗煤厂小区
对面这家不到15平方米
的店子，摆放着6张简易
餐桌，虽然有些紧凑，但
市井味十足，这里承载着
95 后女孩张怡的梦想。
每天早上 6 点，随着“哗
啦”的卷闸门声，张怡便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众所周知，餐饮是最
苦最累的行业之一。张
怡在厌倦了按部就班的
生活后，决定放手一搏，
创造一份属于自己的事
业。从小就喜欢在厨房
捣鼓的她，2019年，在妈
妈的建议下和朋友合伙
经营起了米粉店。

年轻的心永远是不
安分的。两年后，张怡偶
然发现离家不远有一个
合适的门面，租金和转让
费都在自己的承受范围
内，这回她又跳出了自己
的“舒适圈”，决定一个人
独闯江湖，开始独自经营
米粉店。

切菜、炒码子、煨码、
制作高汤、煎鸡蛋一切都
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客人来了，炒码、下粉、收
拾餐桌，洗碗等全套流程
均由张怡一个人完成，现
场忙而不乱。

一个人撑起一家日
销量一百多碗米粉的店
子，这让很多人打心眼里
佩服这位年轻的姑娘，也
因此获得了很多顾客的
支持与包容，以至于有时
候多等两分钟，也不会有
什么怨言。

“我觉得创业的本质
就是折腾的心态，一种不
满足现状、勇于打破舒适
区、追求成长的内驱力。”
回想创业历程，张怡感慨
良多。“生命在于折腾，这
大概是很多90后的人生
信条了吧。不管别人怎
么认为，至少是我的人生
信条。我觉得正是因为
秉承着这样的信条，我的
人生现在过得还算精彩，
活得也还算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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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店里的同龄人对张怡投来钦佩的眼神。

▲豆芽是炒码粉里用得最多的食材，张怡每天
都要去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

▲骑车奔波在米粉店与菜市场之间。

▲一份炒码粉，不到5分钟就出锅了。

▲提前准备好底料。

▲一边洗碗一边忙着招呼进店的客人。

▲独特的口味，为店里赢得了一批稳定的客源。

一所小学见证
变迁

上 世 纪 60 年
代，全市小学按所在
地更名，株洲便有了
栗树山小学，这个名

字沿用至今。
那么，这里是否和

樟树坪一样，因栗树而
得名呢？仇民主说，这里

曾有过栗树，但却没有保留
这一城市记忆。另一位“老株

洲”陈瑛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称，小时候听老一辈说起，这里

的一片平地曾种有很多栗树，只可
惜，这些栗树都没有留下来。

和栗树情况相似，虽然如今已很
难寻到标识痕迹，但栗树山下曾经最
负盛名的，便是一条栗树街。

虽说是“街”，但其实更像是一条
巷子。相关资料记载，栗树街长 98.6
米，宽 8 米，1955 年，以“境内有栗树
山”得名。

这里，可以说是株洲的日杂百货
业发源地之一，沿途有市布鞋厂、市制
镜厂门市部、栗树街日杂店等单位。
卖的都是小商品，门面自然不如建宁
街上的“豪华”，多是居民自己用竹篾
糊上泥巴而成的小屋棚。

曾经的栗树街，如今成了芦淞路
的一部分，街上的房子高了、路宽了，
但说起买杂货，人们依旧会往这边
找。昔日的繁华，用另一种方式获得
延续。

槠洲、樟树坪、栗树山、古桑洲、桂花路……

阳春三月
来聊聊与树有关的株洲老地名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春光无限好。
恰是种树养花好时节，和几位“老株洲”聊起让我意识到，株洲本就是一座充满绿意的城市：栗树山、樟树坪、古

桑洲……这一次，就来梳理与树木有关的老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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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与槠树

与树木有关的地名，毫无疑问要
从“槠洲”说起。

槠洲之名，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
是南宋时期，朱熹的《南岳游山后记
略》中有“丙戌至槠洲”的记载。

相传，古时这片区域多槠树，
故而得名。

那么，槠洲这个名字究竟
起源于何时？株洲市首席地
名专家彭雪开研究认为，槠
洲得名在东汉年间，距今
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这是
因为，当时地域地方的命
名，有以地形、物产命名
的规律特点。而两晋以
后至南北朝时期的地名
学著作中，以地形、物产
命名的极少。

槠树，有甜槠、苦槠
之分，果实可在煮熟或加
工后食用。市林业部门有
关专家介绍，苦槠有长江
南北的“分界树”之称，主要
生长在长江以南，其防火性
能好，常用作植树造林的树
种。

至于“槠洲”缘何写作“株洲”，
彭雪开研究认为，是因为南宋时期，
这里酿酒业兴旺，当时需要征酒税，有
人因“槠”字笔画太多，便以谐音简写
为“株”。民间的“约定俗成”，到了
1127年有了官方背书，这里正式定名
株洲。不过，1208年的官方地图册上，
仍有“槠洲”的标注。

如今，湘江风光带河西段还有一
些槠树。市林业局此前的调查，也进
一步验证了株洲“多槠树”的事实。该
局2010年整理的资料显示，当时调查
到的全市的古树名木中，甜槠的数量
排名第三，主要分布在炎陵县水口山、
五里排、木湾等林场；苦槠古树则主要
分布在茶陵县、攸县等地。

396岁的老樟树依旧苍郁

还有哪些树木为名的老地名？

古桑洲：古桑洲以桑树得名，相
传，当地居民千百年前就以种桑树、养
蚕以及捕鱼为生。

桂花路：以桂花命名的荷塘区桂
花路旁，种植有300余株桂花树，树龄
大多超过 10 年了，品种主要是八月
桂。

▲樟树上的古树名木
保护牌。伍靖雯/摄

▲396岁的老樟树依旧苍郁。伍靖雯/摄

▲396岁的老樟树依旧苍郁。伍靖雯/摄

樟树坪

说起与树木有关的老地
名，株洲市文史专家仇民主印
象最深的，便是芦淞区的樟树
坪。

樟树坪，自然以樟树立名，
这里有樟树坪小学、樟树坪 1
号楼等建筑，还有一棵至少需
要 3 名成年人才能合抱的大樟
树。

株洲市古树名木相关统计
资料记载，这棵老樟树高约 17
米，胸径143.3厘米，在城区，这
样保护完好、没有移动的古树
十分难得。

1959 年，仇民主进入樟树
坪小学（当时名为株洲市第一
完小）读书。他还记得，当时这
里不仅有大樟树，樟树的两侧
还有两口水塘。爱玩是孩子们
的天性，那个年代，学生们几乎
把这里当成“天堂”，茂密的树
冠下，大家玩捉迷藏、你追我

跑，欢声笑语不断。
如今，这棵老樟树已经396

岁了。3 月 12 日下午，走到这
棵老樟树下，时光仿若循环，3
名孩童追追跑跑玩着游戏，一
名老人坐在靠背椅上休息。

不过，在 30 岁的王琦看
来，一切又有点不一样。1997
年，她进入樟树坪小学读书，每
天上下学时也会与这棵老樟树
碰面。她还记得，那时树上总
是系有红色卡片、缎带，逢年过
节也会有人去樟树下祈福。怕
惊扰了树灵，小小的她从不参
与老樟树旁的追逐嬉戏。

眼前的老樟树，绿叶依旧
青翠，但没了红色衬托。樟树
几乎已经空心，为了防止树木
倒伏，园林部门技术人员在树
身旁搭了保护钢架，趁着好天
气，有居民洗了被单，在钢架上
晒了起来，是另一种生活气息。

栗树山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