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粪池堵塞问题解决了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杨凌凌 通讯员/余育文）近日，芦淞区
塘头社区龙园小区居民反映，化粪池、
污水井堵塞严重，污水横流，严重影响
居民生活，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处理。

接到居民反映问题后，社区网格
长陈健带领网格员立即前往实地查
看，找到小区业主委员会成员、热心居
民一起，并请来专业疏通人员商讨整
改方案，核算疏通清污费用。

业主委员会在小区门店、各单元
门口张贴了预算费用清单，并多次上
门、电话沟通，跟住户做解释工作。筹
集资金后第一时间联系专业疏通人员
对堵塞的化粪池、污水井进行疏通，更
换下水管。经过一天的紧张施工，解
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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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体滑坡，泥土挡了半边路

田心大道何时“打通”？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

记者/刘平）半幅道路被泥土覆
盖，另半幅道路供车辆双向通行
……3 月 20 日，田心大道九牛山
路段，覆盖半幅道路的泥土仍未
清理，给车辆和行人通行带来不
便，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山体滑坡，半幅道路不通

出现山体滑坡的路段位于石
峰区田心街道田心村和云龙示范
区学林街道文荟社区境内，当地居
民称为九牛山。在2020年上半年
的一场暴雨中，该路段发生山体滑
坡，大量泥土冲到道路上。

“田心大道什么时候能正式通

车？”2020年11月，曾有市民通过“马
上就办真抓实干”网络问政平台咨询。

市国投集团当时回复称，经政
府职能部门认定，该路段山体滑坡
属于地质灾害。其余路段已完工，
滑坡路段能半幅通车，考虑到交通
行车安全及田心大道城际铁路下

穿段的安全维护，未完全开放交
通。待专家评审通过后，展开地质
灾害段施工招标，预计 2021 年能
实现整体通车。

然而，一年多时间已经过去，
半幅道路仍覆盖厚厚的泥土，现场
未见施工迹象。

要到8月份才具备施工条件

“每年六七月份是多雨的季
节。”有 文 荟 社 区 居 民 表 示 ，在
2021 年上半年，发生滑坡的山体
在暴雨中再次出现滑坡现象，导致
路面的泥土增加。希望滑坡路段
能尽快采取措施进行修复，消除安
全隐患。有关部门对偷倒建筑垃
圾行为、破坏山顶山体植被行为进

行监管，预防该路段现有“泥土堵
路”问题进一步加剧。

记者在现场发现，该路段有人
偷倒建筑垃圾，对已有的绿化设
施、排水设施造成破坏。在发生滑
坡的山体上方还有建设项目，大片
山体被开挖，植被被破坏。

3月20日下午，记者将问题反

映到国投集团土地开发分公司。
工作人员回复称，田心大道滑坡路
段目前不具备施工条件，需要避开
多雨季节，让泥土晒干，预计到今
年8月份具备施工条件。

对于滑坡处的山体顶部有施
工建设、植被破坏的现象，该工作
人员表示不知情。

▶道路中断后，不少建筑垃
圾倾倒在路上。 记者/刘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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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墙已成危墙 投诉多年无果
师专小区居民盼消除隐患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近日，市民楚先生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天元区师专
小区和奥园广场二期之间的围墙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这个问题反映了四五年，可“问题围墙”至今仍未拆除。
3月18日上午，记者到现场走访调查。

围墙成“危墙”，随时都有倒塌危险

“我是看着这堵墙建起来的。”
楚先生是师专小区居民，据他介
绍，该围墙是兴建奥园广场二期时
修建，施工方既没有打地基，也没
有用钢筋加固墙体，是用红砖垒砌
起来的简易围墙。

楚先生原以为该围墙只是为

了建设奥园广场二期设置的临时
围挡，可小区建成后，这堵墙却留
存下来，变成永久性构筑物。

因结构简陋牢固性差，该围墙
不到两年就出现了多处裂缝和破损，
不拆除的话，随时都有倒塌危险。

在现场，记者看到，围墙长约

200 米，部分墙体已经倾斜，多条
裂缝从底部贯穿到围墙顶部，缝隙
最宽处可以塞进两根手指。围墙
西侧是小区别墅区停车场，有4米
多高的落差，围墙南端紧临一家幼
儿园，一旦发生倒塌，后果不堪设
想。

天元区城管局：不应该将工作都推给执法部门

考虑到安全隐患较大，楚先生
和师专小区居民多次向社区、城管
部 门 投 诉 ，希 望 将 围 墙 拆 除 。
2018 年、2019 年，泰山街道分别
联合市城管局、天元区治理违法建
设监察大队现场执法，对围墙性质
进行认定，因无法判断此处围墙是
否属于违建，只能将其保留。

“我们已经多次来现场处理，
也想妥善处理好这段围墙，可我们
没有认定资质。”天元区城管局副
局长刘伟表示，天元区治理违法建
设监察大队曾向住建部门和规划
部门发函，请对方对该围墙进行认
定，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
复函模棱两可，没有对围墙性质进

行定性。市住建局则建议由天元
区城管局聘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
对围墙进行认定。

“我个人认为，如果什么工作
都交给我们执法部门来做，那他们
这些部门还有什么用？”刘伟直言
不讳。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议动用维修基金解决

该围墙的性质认定为何就这
么难？3月18日上午，12345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督办员将城管部门、
规划部门、社区居委会以及奥园物
业四方都请到了现场。

对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
于“天元区城管局4份疑似违建认
定函”的复函中为何没有对围墙进
行性质认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马上就办”办公室一位谢姓负责人

这样解释：围墙是属于小区管理配
套设施，不在行政审批范围内，无需
报建，不存在违章建筑这一说法。

“你们这样为老百姓服务，我
作为老百姓，根本不认可！”对谢姓
负责人的说法，楚先生很是不解。
他认为，该围墙质量不达标，存在
严重安全隐患，相关部门应该通力
合作，促成问题的解决，而不是相
互推诿，“自扫门前雪”。

“拆除很容易，但拆除的后续
问题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刘伟说，
由于该围墙两侧落差较大，如果只
是将围墙拆除，不在落差处建设新
的保护结构，安全隐患更大。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谢姓负
责人则表示，可以由辖区街道牵
头，组织奥园广场二期开发商和师
专小区业主代表再次协商，建议动
用维修基金来解决。

严重影响项目推进
经开区一房屋被强拆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李逸峰 通讯员/唐文彬）3 月 18 日上
午，经开区龙头铺街道联合区行政执
法、国土、司法、公证处等部门，依法对
云瑞西路项目用地范围内涉征的文某
433.66 平方米的房屋进行强制拆除，
保障了项目的顺利推进。

云瑞西路项目是该区市级城建重
点项目，自征拆工作启动以来，绝大多
数被征收户积极配合，进展顺利。

由于涉征户文某不接受房屋征收
补偿方案，提出远超征收拆迁政策规
定和补偿标准的不合理要求，工作人
员多次上门做工作，但该户始终不予
配合。在法定期限内，文某对下达的

《限期腾地通知书》，既不申请行政复
议，又不提起行政诉讼，且不自行搬出
房屋腾出土地，严重影响云瑞西路项
目的推进。在反复做工作无果的情况
下，根据荷塘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决书，
龙头铺街道报请区相关部门，启动司
法强拆程序，依法对该户进行强制拆
除。

当天，该区行政执法部门工作人
员在公证处的见证下，对房屋内所有
财物逐一拍照、登记、造册后，装车运
往临时安置点，在确保人员安全撤离
及房屋清空后，出动两台大型挖掘机
对房屋进行拆除。

仇民主介绍，解放前，株洲商业有
“四大法宝”，分别是木材、煤、猪肉和
鸡蛋，排在首位的就是木材。

相关资料记载，解放前，株洲已是
湘江十二大港口之一。从清朝起，株
洲就有人经营木材生意，江边有数以
百计的劳工靠搬运木材为生。株萍铁
路、粤汉铁路的修建，帮助株洲的木材
商进一步开拓市场，延伸到江西、广
东、江苏等地，一度垄断湘江流域的木
材买卖。

而这群木材商的“根据地”，便是
南湖塘巷附近，除了心理上觉得临近
祖师爷多得庇佑，也是因为这里临近
港口方便木料运输。

与鲁班殿一墙之隔的，便是一幢
“谢立基堂”，曾经便是一家木材店。
斑驳开裂的墙面上，一处方形麻石标
牌阴刻着老房的资料：“谢立基堂，四
抵自墙自脚，大新营造厂承建，民卅八
年二月立。”

谢世强老人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介绍，这座老宅由他父亲所建，13
间房，有9间可住人，还有专门存放木
料的房间。

让人感叹的是，如今除了这座“谢
立基堂”保存相对完好，当年木材商们
在周边兴建的豪门大宅，都同鲁班殿
一样，只停留在部分人的记忆中了。

如今走进南湖塘巷，沥青路面两
侧是砖瓦与木板拼搭的民房，脚下与
眼前仿佛现代与历史的混搭。

房子已经破败，走近细瞧，还是能
在一些木窗、门上找到残存的雕花，彰
显当初建房时的巧思。

株洲市文史专家仇民主，对这里
的鲁班殿旧址很是挂怀。

资料记载，鲁班殿始建于1500多
年前的南朝梁武帝时期，是当时在附
近活动的木工为祭祀始祖鲁班而建，
曾几次被烧毁，又几度重建。

如今的鲁班殿，是1918年由住在
附近的泥木工匠们集资重建的，虽然
被认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历经
多年风雨，早已破败，原本的正门入口
处被一堵墙封着，门外看不到任何关
于这座建筑的标识，以至于记者问了
巷子里的两户人家，大家都不知道鲁
班殿旧址在哪。

但那个主要靠手艺活吃饭的年
代，这里却是顶热闹的。

仇民主介绍，从南北朝到民国时
期，鲁班殿建造的目的和用途主要有
两个：一是用于建筑行业集会、议事和
祭祖活动；二是民间的戏剧演出。

这个鲁班殿不仅设有大殿，还有
戏台，便是两者兼具。

土木工匠们尊鲁班为祖师爷，所
以每年农历五月初七（相传是鲁班诞
辰之日），大家会齐聚设宴为鲁班祝
寿，并商议行业内的重要事项。

市文物局相关资料记载，上世纪
30年代，鲁班殿是市民们听戏休闲的
场所，也是当时株洲唯一的文化演出
场所，每天上演一场戏，观者如云。

曾是有湖有塘的“避暑胜地”
也曾是株洲木材商的“根据地”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见证株洲木材商业的繁盛

曾有株洲唯一的“文娱中心”

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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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殿、谢立基堂、资福寺……这些老建筑都集中在一条小巷内——南湖塘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大
概是株洲最有民间文化底蕴的区域之一。

如今，这条两三百米长的小巷隐身于高楼大厦之中，为人们留住一段城市记忆，等待有心人重读往事。

曾有“二塘一湖”的“避暑胜地”

老一辈形容株洲这座城市，常说“北有清水
塘，南有南湖塘”。

株洲市地名专家彭雪开告诉记者，明清时期
就已有“南湖塘”这一地名。南湖塘原为一小巷，
1964年扩建，全长约300米，起于解放街，止于沿
江南路。1955年成立的南湖街居委会，便因这里
得名。

老街早已随岁月变迁，但对于曾住在这里的
人来说，旧日仍然历历在目。

年过七旬的项金红老先生，在这条小巷度过
自己的童年时光。他还记得，这里虽说叫南湖
塘，但其实应该是“二塘一湖”，分别是上塘、中塘
和南湖。两塘中间屹立着一棵古樟树，绿荫如
伞。

放到现在，这场景便是“避暑胜地”，当年亦
是如此，尤其夏日一入老街街口，便是凉风扑面。

鼎盛时的南湖塘巷，麻石路两边商铺林立，
房屋多以木架篾织墙体，杉皮或小青瓦屋面。

项老先生的家曾位于南湖塘巷中段，附近有
街上唯一的过街凉棚，是行人歇脚纳凉之处。门
前正对着南湖，四季景色醉人，尤其是夏日有满
湖荷花，夜听蛙声一片入梦，这场景至今让他难
忘。

他还记得，自己家的门牌号是49号，邻居从
事的工种五花八门，有挑箩的、裁缝、手艺人等
等，大家出身不同，但大多勤劳善良，然而终归做
小生意，免不了目光短浅等不足。

或许只有离开故乡，才懂一草一木都是乡
愁。少年时，项金红发奋读书，便是为着走出这
条小巷。而今却常常回首，忘不了那段纯真时
光。

南湖
塘巷：

▲南湖塘巷旧照片。仇民主/供图

▲鲁班殿原本的正门已被一堵墙封住。伍靖雯/摄

▲“谢立基堂”的“身份证”。
伍靖雯/摄

▲如今的南湖塘巷。伍靖雯/摄

▲“谢立基堂”一角。伍靖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