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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塘小学

花园绿化带被压烂
谁来管？

最近，小谭接到市民反映，在栗雨南
路和王家坪路口交叉处的小型花园停满
了车辆，宛如一座“停车场”。车辆乱停，
导致花园里的绿化带破坏严重，违停车辆
车轮带出的泥土也影响了市容市貌。市
民拨打多个部门的电话
均未得到详细回应。对
此，市民表示非常不理
解。

小谭接到线索后马
上赶往现场，一探究竟。

杉木塘小学整改成效显著
邻近小区飞线充电仍是顽疾

▶小区电动车飞线充电屡禁不
止。 记者/易楚曈 摄

（文字、图片、视频/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谭俊杰）

▲花园绿化带被严重破坏。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易楚曈）食堂从业人员健康证过
期、农贸市场电动车违规充电、小
区楼栋患上“牛皮癣”……5 月 11
日，市创文办督查组对石峰区杉木
塘小学及周边展开摸排，并将问题
向“点长”交办。（详见本报5月12
日A12版报道）。

时隔一周，记者再次来到校园
周边回访，很多问题已经立行立改，
但一些整改细节仍旧留了“尾巴”。

立行立改，成效显著

5月18日，记者走进杉木塘小学，此前创
文督查组发现的教室、宣传栏、无障碍厕所等
卫生死角均清扫到位；李某及刘某两位食堂
员工的健康证，也于上周领取到位。

另外，学校专门组织会议，明确了每月消
防器材的月检时间，创文督查发现的消防器

材漏检的问题业已整改到位，同时更换了失
压的灭火器瓶。至于教学主楼墙壁破损一
事，该校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学校已铲除破损
漆面，待天气放晴，该校将全面整改不足之
处。

校园周边 整改仍旧留“尾巴”

此前被市创文督查组表扬的杉木塘农贸市
场公共卫生间环境，依旧干净如初；市场店铺内
电动车违规充电行为也消失不见。

杉木塘小学大门外两家食品店铺经营人员的
健康证同样更换到位。但奇怪的是，其中一家名为

“常德米粉店”的经营人员健康证与现场从业人员
身份不符。记者询问原因，该名从业人员表示，自
己只是打工的，不需要也不知道要办健康证。

邻近小区 飞线充电屡禁不止

中铁株洲桥梁有限公司杉木塘生活区和水
木兰亭小区的“牛皮癣”基本清除到位，随意拉线
晾晒衣服的不文明行为同样销声匿迹。遗憾的
是，两家小区楼道的脏乱差以及飞线充电问题仍
旧明显，未能整改到位。

“电动车飞线充电既影响小区形象，又存在
安全隐患。”中铁株洲桥梁有限公司杉木塘生活
区居民曹某说。

“创建文明城市，提升市民素质才是治本之
策。”小区物业公司人员解释，小区公共充电桩供
不应求是导致电动车飞线充电的客观原因，针对
该问题，小区物业在楼栋均张贴了禁停电动车和
禁止飞线充电的公告，可是收效甚微。

记者走访天元区五维农贸市场、莲花社区居委会周边

这些创文工作短板亟待补齐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市场周边停车秩序混乱，市场内

吸烟“任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门上锁；居委会前有宣传栏脏乱……5月
18日，记者对天元区五维农贸市场、莲花社区居委会周边、莲花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进行走访，发现一些创文工作短板亟待补齐。

五维农贸市场 摊主、顾客随意抽烟

“人行道上还可以多划点停车位。”18 日上午
10时左右，有准备进入五维农贸市场买菜的市民被
问及停车是否方便时，建议在莲花路边人行道上增
加非机动车停车位。

在市场前面的人行道上，施划有2处非机动车
停车位，面积均不大。非机动车停车位旁地面多处
张贴有嵩山路城管中队“违停拖车”提示，但不少非
机动车仍停放在非机动车停车位外。市场前面的
人行道上还出现乞讨现象。

记者走访发现，位于市场北侧设有停车棚，安装
有充电设施，位置不显著，未见相关指示。两处市场
临街门面前，未施划非机动车停车位，但非机动车成
排停放。个别门面前有电动车飞线充电、堆放杂
物、摆放水泥墩、机动车乱停等现象。

市场内出现未拴绳子的犬只；有明显的禁烟标
识，但多个摊主、顾客随意抽烟，地面丢弃烟头；公
共卫生间，多处印有内容不堪入目的小广告。

莲花社区居委会

私家车和非机动车随意停放
莲花社区居委会位于新东路与莲花路

交叉路口旁，路口处的斑马线磨损严重；位
于居委会前人行道上的非机动车停车位标
线模糊，难以辨认。

居委会前，有私家车和非机动车随意
停放；公开栏和阳光栏内，照片下方的张
贴物普遍泛黄；宣传栏不整洁，张贴的公
益广告变形。

经向居委会工作人员打听，莲花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设在位于旺城天悦小
区内的株洲湘雅夕乐苑莲花社区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以下简称湘雅夕乐苑中
心）。

上午10时25分左右，记者来到莲花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发现大门上
锁。随后有一名湘雅夕乐苑中心工作人
员为记者开门。

该工作人员介绍，湘雅夕乐苑中心根
据民政部门有关养老机构疫情防控相关
要求，暂停对外开放。目前，莲花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停止开放已有数月时间。

实践站内场地小，摆放有 3 张牌桌。
“棋牌室一样。”有小区居民反映，实践站
开放时，常有老年人聚在一起打牌，对楼
上住户造成影响。志愿服务站点，标识
牌未上墙，未见配备饮水机。消防设施
巡查记录停留在“2021 年”。实践站前，
有宣传栏内无内容。

前往实践站，要从旺城天悦小区出入
口经过。小区出入口，非机动车乱停现
象严重，沿线商店普遍有出店经营现象。

▲五维农贸市场个别临街商户在门口摆放物
品。 记者/刘平 摄

咖啡馆、茶馆等非正式公共聚集场所是城市的第
三空间，赋予了这个城市独特的文化气质和生活气息。

根据记者的观察，现在的株洲咖啡馆往往主打各
式各样的卖点，如甜品、主食、IP主题，株洲的年轻消
费者们也已经逐渐成长起来，他们更加注重咖啡的品
质，在店内不仅为享受到更好喝的现磨精品咖啡，更
是为了享受咖啡馆带来的慢生活体验，从繁忙的生活
中暂时脱离出来，充满电再继续忙碌。

未来，相信株洲这座宜居的城市也会发展出与之
相匹配的更有代表性的咖啡文化。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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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咖、车库咖啡、料理咖
啡、艺术咖啡馆……近年来，株
洲的近百家咖啡馆星罗棋布，
各具特色，成了人们喜爱的
休闲之所。疫情之下，株
洲的小咖啡馆生存状况
如何，有何魅力，孕育
出了怎样的本土咖
啡文化？

本地的精品咖
啡馆一杯咖啡多
数从25元到50元
不等，相较于星
巴克等连锁品牌
并不具有价格优
势，相反普遍环
境更紧凑，甚至
是“简陋”，不能
打牌禁止抽烟的
规矩更是劝退了
不少顾客。那么
他们是如何生存的
呢？

请跟随记者的走
访，一起看看咖啡的故
事，观察这座城市的慢生
活角落。

株洲咖啡馆已有近百家

故事1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肖捷

精
品
咖

啡
馆

如何酝酿“株

洲
味
”

为学经验，他喝遍长沙、厦门的好咖啡

80 后王璜有一家开了 10 年的
小麦咖啡馆，作为这个圈子小有
名气的咖啡师，他不仅拿过国
内咖啡行业的大奖，而且带了
不少徒弟。

10 年前，王璜成了本地
第一批开真正意义上精品咖
啡馆的人，头两年没有什么
竞争对手，他的生意很好，近
两年因为疫情，原本稳定的生
意差了不少。上个月，王璜去
报税的时候，一算账才发现，一
季度竟然亏了四千多。

王璜热爱咖啡，为了学习同
行的经验，他曾经喝遍长沙、厦
门的好咖啡，会为了一家厉害的
店，飞往上海取经。

他的客人有80多岁的老奶
奶，也有十几岁的小年轻，平日里
出现的多是熟面孔。他的店开在芦淞区不临街的小巷，只
有几十平方米，三四张桌子摆得满满当当，装修也旧了，吸
引顾客的全凭最好的豆子、最好的鲜奶和最好的手艺。

在他看来，咖啡馆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更是
一个独特的空间，客人也是店子的魅力之一，他提供的
是一个自带磁场的交流空间。

“经营咖啡馆心态要放平，拉长时间来看，株洲也会
慢慢培养出像欧洲那样的百年社区咖啡馆。”王璜说。

他将咖啡馆
开在小区车库里

咖啡师是精品
咖啡馆的灵魂，什
么样的土壤就会培
养出什么样的人。

网 友“ 牛 奶 ”
将NO.19咖啡馆开
在小区车库里，是
将外来的咖啡文化
与本土文化结合的

典型案例。去年端
午节期间，“牛奶”推

出了咸蛋黄肉松拿铁、
藤椒牛肉美式两款创意

咖啡，秋冬时节，他的一
款名叫“秋意浓”的桂花拿

铁凭着独特的口感成了店里
的爆款。
“这家店有我最喜欢的咖啡，

氛围特别好，”50多岁的雷先生是
被女儿介绍过来的，在这里，朋友
推荐过来或者妈妈带着儿子过来
的情况很常见。

在NO.19，创意咖啡和热闹的
交流空间就是最大的卖点，走进来
的客人，不管认不认识都可以随意
地坐在一起聊两个小时美食和八
卦新闻。店里忙不过来的时候，熟

客还会主动帮忙打扫招待，老板
不开门的时候顾客还要追着

问。
“牛奶”认为，虽然受到

疫情影响，但这几年咖啡
消费市场是越来越好的，

“很多人不能来店里喝咖
啡，但是咖啡豆和挂耳咖
啡的销量达到店里流水的

六成。”
芦淞区的小王子咖啡则

另有一番天地，只有 20 平方米
的店里，除了吧台和一张咖啡桌，
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画作、潮玩手办
和艺术品。

2015 年，店长“小麦”辞掉了
深圳设计总监的工作回到株洲，她
一边经营线上画廊一边把自己的
客人慢慢培养成一个艺术品交流
的小圈子。

“牛奶”表示，爱喝咖啡的人有
独特的精神追求，他们寻找到一个
契合的咖啡馆粘性就会很高，咖啡
馆最大的魅力是喝咖啡的这一群
人。

故事2

故事3

北京姑娘投资70万元
在株洲开咖啡馆

8 年前，北京姑娘张馨之带着“换个
活法”的目的，从北京来到株洲，在湘江风
光带边开了一家蜜境 coffee Bar，70 万
元的投资，这可能也是株洲精品咖啡的投
资天花板。

回顾当时的情形，张馨之多次用“迷
之自信”来形容，曾在投资公司工作的她，
看中了风光带的优美环境和相较北京低
得多的租金，却没料到经营状况远不如她
所预料的好。

“开咖啡馆不是一门赚钱的生意，我
们开店两三年才慢慢稳定下来。”张馨之
给记者算了笔账，往年的流水一年也只有
40万，疫情这几年影响越来越大，客流量
少了三分之一。“卖咖啡的利润很低，以一
杯28元的咖啡为例，纯利润只有5元钱，
又没有瑞幸之类的快消品牌的消费频率
高，算上每年20万元的租金，物料和我们
自己的人工等成本，基本上没赚什么钱。”

为了节省成本，张馨之辞退了一名员
工，两个合伙人轮班干活，一天大概有12
小时在店里，为了增加流量做起了外卖，
平时还要做兼职来补贴。

但她对株洲的咖啡市场仍旧怀有信
心和热爱，为此，她已经在株洲定居了下
来。“客人们喜欢我的咖啡，很多人来店里
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而我有时候看着一
个人从上学到工作，消失了几年之后再
来，已经结婚生子，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体
验。控制成本，精耕细作，有想法有特色
的店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她对记者说。

在株洲，喝咖啡这件事，大致可以分为
三个发展阶段。

上世纪80年代，雀巢、麦斯威尔速溶咖
啡以廉价和浓香为卖点敲开了市场大门，
成为绝大多数株洲人的咖啡启蒙；然后，90
年代末，上岛、米萝等外来品牌第一次把电
影里的浪漫咖啡馆带到株洲人身边，成了
当年洋气的代名词，过年同学聚会、相亲之
类的场景下，人们往往会将其当做一个固
定选项；到了近十年，日益内卷的打工人将

咖啡看做提神续命的利器，无论是下午在
办公室同事间凑单点一杯星巴克、瑞幸，还
是下了班走进遍布大街小巷的精品咖啡馆
忙里偷闲，咖啡越来越为株洲人所钟爱。

到现在，虽然经历不断洗牌，株洲各种
连锁咖啡品牌与独立咖啡馆加起来，已经
发展到近百家的规模。据记者的不完全统
计，与一般印象不同的是，其中独立的精品
咖啡馆和工作室等非品牌的门店约占到六
成以上。

▲咖啡师手下
浓香的咖啡就是最
佳的宣传。

记者/肖捷 摄

期待株洲发展出
属于自己的咖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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