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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五一”假期，古桑洲火了，近2万人次
的游览人数创历年新高，而众多项目之中，体
验桑蚕文化成为“打卡”热门。

这个想法，来自90后杨思奇。作为一位机
械专业毕业的学生，一个小小的抽丝机，是杨
思奇梦想的开始。

他的梦想，是推广古桑洲旅游文化，依靠
自身技术帮助家乡致富。“利用岛上的优势，建
立一个文化品牌，让岛民生活更美好。”

回到家乡后立志推行桑蚕文化

杨思奇喜爱古桑洲，在他儿时的记忆里，
这个小岛，有着丰硕的桑葚，绿意盈盈的桑
叶。人们在黄昏里捕鱼归来，鱼儿在水里跳
跃，知了的叫声响彻整个夏日。

时光变迁，杨思奇高考后，相继在西安科
技大学和长安大学读机械工程专业的本科和
研究生，2019 年回到株洲时，已经 28 岁，并就
职于中车电动。

随着时间一起变的，还有岛上居民的生活
方式。2020 年，为保护湘江水生生物资源的
多样性，天元区开展禁捕退捕工作，在古桑洲，
全岛 69 户渔民上交了捕捞渔船证，与过往熟
悉的生活方式告别，与滚滚江水告别，他们有
的外出打工就业、有的开起了农家乐，从此告
别了渔民的身份。

“这是新的开始。”在杨思奇看来，近年来，
随着近郊旅游的兴起，古桑洲成为长株潭地区
市民短途旅游的首选，游客逐年增多，再加上
岛民们都种植了桑树，所养的桑蚕做成的丝制
品也备受欢迎，成为一个独特的旅游标志。

“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很好的旅游文
化品牌的同时，也可以推动岛民在家门口就
业。”

体验桑蚕文化成“打卡”热门
这背后离不开一位小伙子的探索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娜

▲杨思奇（站立者）在教小朋友使用抽丝机。受访者供图

杨思奇的桑蚕文化推广，从改造抽丝机开始。
抽丝机，是缫丝机的一个雏形，在农耕文

化时期，其所抽出来的蚕丝，衍生出其他桑蚕
产品。“工业时代，桑蚕制品已经完全机械化，
但我们可以通过抽丝机，唤起人们对于古时桑
蚕文化的认识。”杨思奇说，

杨思奇开始了抽丝机的改造。他沿用前
人的设计成果，加入了自己所学的机械元素，
进行设计、简化和再创造，同时，通过网上定制
木材，并自行钻孔装配后，制造了 20 台抽丝
机，将其放置在自家前坪，搭建起临时的“抽丝
机体验馆”。

这个体验馆，成了今年“五一”假期的热门
“打卡”地。杨思奇说，五天时间里，平均每天接
待300余位游客，其中以学生居多。“他们从采
摘桑叶、桑葚到观察养蚕，再到蚕蛹变成蚕丝，
一路下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观光体验过程。”

成功的探索，让杨思奇信心十足。接下
来，他想将这个经验复制，传给每一位岛上的居
民，并打算建一个古桑洲桑蚕文化馆，将自己对
于家乡的美好回忆放进去，让儿时记忆里古桑
洲，定格在一张张照片和一个个文字之中。这
里，有他们向往的幸福生活、美好的明天，还有
比一湾江水更广袤的空间和发展前景。

改造20台抽丝机，体验馆大受好评

治理空中“蜘蛛网”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蒿
通讯员/龙婉欧）“不仅看起来清爽美观，也
安全多了。”近日，家住石峰区 6415 小区的
居民王娭毑，指着小区完成整治的空中缆线
告诉记者，这些缆线原本纵横交错，不仅影
响市容，还带来了安全隐患。

石峰区科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杂乱
不齐的通信线缆几乎遍布石峰区整个辖区
范围，特别是老旧小区、农贸市场、学校周边
等地方，治理难度大、数量多。为此，4月初，
该局组织辖区内各街道办事处，对空中缆
线、破损通信箱进行摸底后，制定空中线缆
专项治理方案。从4月中旬起，各施工队每
天一大清早进驻整治点，十余天已完成清水
路、建设北路、时代大道南辅道等主干道，先
锋路、白石港路等次干道，云杉小区、6415
小区、战备材料厂小区等生活区共 1200 余
处杂乱不齐线缆的治理工作。

上午10时左右，徐家桥步行街，沿线不少
餐饮店搭建的大棚还占据着道路。一些大棚
内摆放着桌子，停放着车辆。一些餐饮店在店
前上空架设了彩灯和缆线。

餐饮店搭建大棚经营夜宵。收摊后，路面
油污明显。

沿线商户有飞线充电、乱搭乱建等现象。
如“优居房产交易”店，将电线牵到人行道上给
电动车充电。“博视眼镜”招牌，被链条锁锁在
一根监控杆上。益生宠物诊所旁，不锈钢围栏
围出一个“院子”，圈占了大片公共区域。

刻章办证占盲道、夜宵摊添乱、空中缆线“任性”……

“不修边幅”的商业街大伤颜值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施工人员整治空中缆线。通讯员供图

府前路步行街

钟鼓岭步行街

徐家桥步行街 占道经营，乱搭乱建

商业街是市民休闲购物的重要去处，也是展示城市精神文明风貌的重要窗口。5月5日，本
报记者对府前路步行街、钟鼓岭步行街、徐家桥步行街进行走访，发现存在环境脏乱、占道经营、
空中缆线乱拉乱设、创文宣传氛围不浓等问题。

空中缆线杂乱

“字画装裱”“边疆优品”“富华宾馆”“按
摩、刮痧、火罐”……府前路步行街，多家商户
将招牌摆放在通道上，招揽顾客。

沿线无非机动车停车位，电动车、摩托车
乱停乱放现象较多。

沿线摆放的垃圾桶外部普遍污垢多。
建筑外墙上一些缆线乱拉乱设，影响建筑

物外立面整洁。
空中缆线超过 10 根，分别连接着步行街

两侧建筑，高低不一，不整齐规范。

摊点随意倒垃圾

上午 9 时 45 分左右，钟鼓岭步行街，几名
环卫工人在忙着对路面上的油污进行清理，有
的往路面上喷洒清洁剂，还有的在清扫小龙虾
虾壳。

“地面打滑，吃夜宵产生的垃圾到处都
是。”一名环卫工人反映，该步行街夜宵摊较

多，有夜宵摊将餐余垃圾随意倾倒。
街内多处有占道摆摊现象，近 10 个摊点

打出“刻章办证”招牌。一些人把摊位摆放在
盲道上，盲道俨然成了摆设。

沿途一些公益广告，被乱涂乱画，或被贴
上小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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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总在夜里发出“哆哆哆哆”声
很有节奏且很响 到底是什么？
专家一听，原来是夜鹰在唱歌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在听完业主们描述后，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副所长廖常乐说，这个声音应该是普通夜鹰的
叫声。

“夜鹰主要分布在温带和热带地区，听觉
和视觉都很敏锐，全身暗褐色。白天不叫，喜
欢晚上叫，发出的就是这种‘哆哆哆’的有节奏
的声音，一般是在呼唤同伴或者寻求配偶。”廖
常乐说，夜鹰是候鸟，一般秋天开始迁徙，往南

飞去南方过冬，春天又开始回程，飞回北方。
株洲并不是它们的目的地，只是迁徙过程

中的一个休憩地，类似中转站。一般到一个休
憩地会选择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暂时落脚，
有可能一两天，也有可能一个月。

夜鹰出现在闹市区地段的不多，出现在联
谊亲亲家园小区，说明附近的自然环境不错，
也说明这几年株洲整体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夜鹰。图片来自网络

小区蛙鸣声频繁
是田园牧歌还是扰民的噪音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这
段时间，此起彼伏的青蛙叫声，让近水楼台
小区的部分业主哭笑不得，他们在感叹小区
生态环境良好的同时，也感觉日常生活受到
了影响。

该小区业主罗女士说，随着近日天气逐
渐升温，青蛙开始不间断“立体环绕声骚
扰”，导致她和家人睡眠受到影响。

蛙鸣噪音问题引起业主关注并讨论。
“小区的蚊虫比较多，正需要青蛙们发挥作
用。”“我们生活在城市，保留一些蛙鸣鸟叫
的声音，难道不好吗？”有人则认为，“听取蛙
声一片”的悠闲自在，相见不如怀念。

业主们的讨论没有结论，业主群里有人
抛出一个科普链接：青蛙一般在夜晚以鸣叫
的方式求偶，所以产生“呱呱呱”叫声，然而
它们主要是在 4 月到 7 月之间求偶繁殖，蛙
声污染不会长期存在。

绿树成阴、鸟语花香，相信是很多人的理想家居环境。但在天元区联谊亲亲家园
小区，业主们遇上一个另类的烦恼：每天晚上，居民们都能听到一种“哆哆哆哆”的鸟叫
声，持续而响亮。

深夜传来“哆哆哆哆”的声音

这几天，联谊亲亲家园不少的业主在吐槽“魔
性”的鸟叫：大声又“洗脑”，持续不断，影响睡眠。

王女士住在小区5栋，因为这个“奇怪”的
声音比较响，她还用手机录了一段音频，声音很
有节奏，“哆哆哆哆”，乍一听，有点像工地打桩
的声音。前几天，小区业主群还有人丢出一段

“30种鸟类声音”，让大家猜猜是哪种鸟在小区

里叫。
这个声音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王女士记不清楚了，好像今年4月初就有了。
不过，也有业主说，这三四年，一到天热就会有。

7栋业主何女士说，吵得没办法睡觉，“原本
睡眠质量就不好。”还有业主表示，晚上听多了，
白天工作时，这种叫声还会在脑袋里回荡……

黑色小鸟很机灵，抓不住

小区5栋周围有一块大草坪，还有几棵大
树，这里是鸟叫得最欢的地方。

5 栋楼下开小商店的老板娘说，树离房子
不到3米，所以叫声格外响。有点像啄木鸟敲
树的声音，有时天黑就开始叫，有时晚上8点，
结束时间是凌晨4点，或者天亮。

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说，接到业主们的投
诉后，工作人员曾组织去找鸟、赶鸟。保安晚

上在小区的大楼楼顶看到过这种鸟，好像是黑
颜色的。据观察，有点像鹰类，很小。手电筒
一照过去，它就飞到另外一栋楼去了，根本抓
不住。

“白天不叫，晚上叫。”业主张阿姨说，这鸟
叫声不是很动听的，要是到凌晨，整个城市安
静下来，听着都有些瘆人，半夜里听起来，整个
院子都是它的声音。”

专家：这是夜鹰，来株洲做客的

相关新闻

“我想在家里安装一台空调，可是，我爸
爸总说空调耗电量大，每次父女之间的聊天
都很不愉快，我想不通啊……”“小陈，你别
急，把事情说清楚，我们来帮你分析一下。”这
是发生在芦淞区建设街道何家坳社区“许大
姐工作室”里许利煌和残疾居民之间的对话。

今年58岁的许利煌曾因肢体残疾痛苦
不堪，一度失去生活的希望。最终，她直面人
生，不仅战胜了疾病，也战胜了心魔，还在何家
坳社区成立了“许大姐工作室”。每天，她都会
义务陪残疾居民聊天，为残疾居民解读惠残政
策，成了众多残疾居民的“知心大姐”。

长聊一个多小时 打消女子轻生念头
何家坳社区“许大姐工作室”专为残疾居民治“心病”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罗金鹏

▲为残疾居民提供心理抚慰，许利煌（右）
成了众人的“知心大姐”。 记者/杨凌凌 摄

5月5日，记者来到建设街道何家坳社区办
事大厅，许利煌正坐在柜台前，帮助一名残疾人
家属办理业务。不一会，业务办完，许利煌从椅
子上站起来，她佝偻着背，绕过柜台，一边向其
叮嘱日常照料注意事项，一边送其出门。

许利煌随身带着一个黑色笔记本，何家坳
社区有 47 名残疾人，他们的信息、状态、工作
要求，都记录在这个本子上。采访中，记者随
便问她其中一个居民的动态，许利煌都可以讲
出一段故事。

这位有着5年专业倾听经验的许大姐说，

感觉被周围人嫌弃和害怕疾病是残疾居民反
映最强烈的两个问题。

鉴于社交恐惧，许利煌建议他们做些别的
尝试，尤其是参与社交活动。对于疾病的畏惧，
许利煌认为要从心理上战胜恐惧感，“我自己就
是个残疾人，我老和他们说，不要天天想着病
痛，钻牛角尖，而是要过好每一天，享受生活。”

采访结束时，许利煌说，可能有人还是不
太愿意打电话给她，但希望大家知道，在困难
的时候，何家坳社区“许大姐工作室”是可以依
靠、停泊的港湾，这就是工作室存在的初衷。

成立工作室倾听残疾居民的心声

2 岁那年，许利煌因脊柱畸形落下了“驼
背”的肢体残疾。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开始当
裁缝，上门帮别人做衣服。2011年，在残联的
推荐下，许利煌成为何家坳社区的一名残疾人
专干。5 年前，何家坳社区成立“许大姐工作
室”，倾听残疾居民的心声。

“到社区工作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一来
离家近，其次，我喜欢和人打交道。”许利煌觉
得，自己也是一名残疾人，对残疾居民因身体
残疾带来的痛苦能够感同身受，更知道他们最
需要什么。

事实上，在“许大姐工作室”里，的确有好
几位残疾居民的生活态度都因许利煌的努力
而变得明朗起来。

让许利煌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 90 后女
生的故事。对方也是肢残，而原生家庭的生活
琐事让她心情更加抑郁。“这个姑娘肯定很需
要陪伴，我提出上门探望。”得到同意后，许利
煌立马赶过去，通过耐心沟通，聊了一个多小
时后，最终打消了对方轻生的念头。

之后，这名女生每逢遇见难过的坎，都会找许
利煌商量。街坊都说，两人不是母女胜似母女。

工作室是可以依靠、停泊的港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