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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记忆中没有一口绿豆冰棒？

一走进 601 生活区，就是浓浓的生活气
息。伴随居民楼建成而栽下的树木，已经长得
老高，居民们三三两两坐在树下乘凉，路边的小
超市里，店家在躺椅上歇息，电风扇呼呼地吹。

单看这些都和从前一样，不过往里走到双
层停车场，就能感受到时代的变化——这里原
本是 601 冰棒厂所在地，如今由钢铁机械取而
代之。

1980年，为了解决职工防暑降温问题，601
冰棒厂建成投产，时年42岁的杨旭担任首任厂
长。每年夏天，厂里会给职工发放雪糕票，一支
冰棒用1张票，如果想吃加了奶油的冰淇淋、甜
筒，需要3-5张票。一开始内销，很快转向面向
市民销售。

实际上，当时株洲有不少大中型国营企业，
基本都建立了自己的冰厂，不过最受大家欢迎
的还是 601 冰棒厂的绿豆和牛奶冰棒，成了那
个年代的街头“网红”。

1999年，601冰棒厂就停产了。然而，直到
20多年后的今天，面对商超冰柜里琳琅满目的
冰淇淋，仍有不少人对 601 厂的冰棒念念不
忘。迁居上海的厂职工子弟李伟，凭着记忆画
出了曾经的冰棒厂；工厂子弟陈玺还记得，小时
候家里没冰箱，厂里会发装雪糕的保温桶，时至
今日都还记得自己小心翼翼揭开桶盖时，冷气
扑面的场景。如今每逢夏日，她就会熬绿豆沙
手工制作绿豆冰棒，和孩子一起分享当年这份
纯粹的快乐。

一根料多的冰棒得靠“运气”

撕开简陋的包装纸，是一整根泛白、冒着冷
气的白糖冰棒，如果直接往嘴里塞，整张嘴都会
被冻得麻麻的，但第一口总忍不住这样尝试
……在市民郭建国的记忆里，这才是最有滋味
的“老冰棒”。

本地最初生产这种白糖冰棒的，是1956年
开业的株洲冰棒厂。长期关注株洲历史的朱力
老师梳理了本地冷饮业发展历程并介绍，这家
冰棒厂位于解放西街，开业时仅有2台冷冻机、1
台冰柜和24个白铁冰棒模具，生产绿豆冰棒和
白糖冰棒。

用这种白铁冰棒模具，得先靠人工把绿豆、
白糖摇匀。现在说来这么简单，当时也要靠外
地调聘冷饮技师过来操作。

郭建国还记得，最初吃冰棒有点靠“运气”，
比如绿豆的，有的豆子多，有的豆子少，就是因
为人工制作冰棒底料时没有摇匀。冰棒料搅拌
好，要用盐水冷藏，有些吃起来味道发苦，就是
盐水不小心漏进去了。也正因如此，他和年少
时的小伙伴们经常做的，便是站在冷饮店门口

“比试”谁的冰棒料更多。
冰棒厂只负责生产，小贩们往往上午去进

货，把冰棒放在一个四周用棉垫相隔的木板
箱或者广口保温桶里。走街串巷叫卖。到
1965 年，市区的冷饮店和冰棒厂逐步增
加、扩大规模和品类，街头不仅有牛奶雪
糕、冰酸梅汤等售卖。

1987年，冰棒厂引进了丹麦冰淇淋
生产线，改变了传统手工制作冷饮的
历史。不过，随着90年代的市场环
境变化，广东等地的冷饮产品纷纷进驻
株洲，凭借价格和质量优势抢占了绝大部
分市场份额，本地的冰棒厂逐步告别历史舞台。

怀念这口熟悉的味道！

601厂的绿豆冰棒、金蕾啤酒
曾记否，那年夏天有滋有味的慢株洲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这两天，不少人的微信朋友圈里都是“热热热”的话题：刺目到让人不敢抬头的阳光，需要冰棒、西瓜和啤酒来慰藉这个夏天。
实际上，株洲曾有自己的冰棒厂和啤酒厂，对于一些“老株洲”来说，那些走街串巷卖冰棒的吆喝、啤酒瓶相碰的声音，是记

忆中有滋有味的慢株洲。

金蕾啤酒，株洲的味道

6 月 25 日下午 3 点，石峰区啤酒
厂小区，几幢楼房外墙彩绘着“金蕾
啤酒，辉煌记忆”“株洲的啤酒，株洲
的味道”等字样。

对于不少株洲人来说，“金蕾”这
个本地的啤酒品牌，就是夏日里最清
爽的一抹记忆。

1987年4月，株洲市第一机床厂
改造为株洲市啤酒厂。同年 9 月，通
过与青岛啤酒厂开展协作、引进相关
技术工艺，株洲人自己的啤酒——金
蕾干啤上市，很快成为市民聚餐的必
备品。

多年来从事餐饮经营的老刘还
记得，当时从钟鼓岭到株洲火车站沿
线不少夜宵摊，卖的都是金蕾干啤，
逢年过节，他也会往家里放两箱金蕾
干啤，方便待客。

从 1992 年到 1995 年，金蕾干啤
先后拿下全国消费者评选质量可靠
饮料银杯奖、第五届亚太地区国际博
览会金奖等奖项，一时声名远扬，供
不应求。厂里的老职工回忆，当时啤
酒产能不够，批发商都要排队拿货，
有时订货的交付时间甚至是一年以
后。

1995年，马来西亚金狮集团来株
洲市考察，与株洲啤酒厂洽谈并签约
啤酒扩产项目。此后，株洲啤酒厂引
进外资用于啤酒规模、技术、档次的
改造，于 1997 年达到 5 万吨啤酒产
能。

然而，也是这一时期，外部经济
金融环境的巨变带来供应链、资金链
等各类问题，株洲啤酒厂不仅市场萎
缩，甚至陷入连原材料也很难采购到
的困局，最终于1998年正式停产。

曾经遍布街头的“金蕾”，成了人
们脑海中的味觉记忆了。

▲啤酒厂小区内的墙绘。 记者/伍靖雯 摄

▲601厂职工子弟手绘记忆中的冰棒厂。李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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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隆安（株洲）律师事务所杨柳律师建
议，消费者在购买空调时，要询问清楚商家服务
项目，比如多久免费移机以及移机范围，最好要
有书面的单据凭证。此外，付费修理空调时尽

量选择厂家售后服务商或专业正规维修店进行
维修，注意核对维修人员的相关证件，一定要认
真试机后再签字确认，以免引起纠纷。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以后
喝水方便多了，谢谢村民们捐建了这口井。”6月
26日，天元区三门镇南江村的贫困户吴花平来
到离家不远的一处草坡上，连续按压摇井手柄，
一股沁人心脾的井水就从井里涌出。草坡旁有
块石碑，上面刻着“爱心井”三个大红字，格外醒
目，还有一行小字：“南江村村民捐建”。

今年58岁的吴花平身体瘦弱，与有智力障
碍的儿子相依为命。过去，家里的饮用水要到
距离较远的邻居家去挑，一路跌跌撞撞，耗时
间，还很辛苦。炎炎夏日，能喝到清凉的井水，
是她和她儿子最期盼的事。

当地村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经集体商
议，他们决定为吴花平捐建一口井，解决她一家
的用水问题。

“这口‘爱心井’，是村民自治的成果。”南江
村党总支副书记李朝光介绍，村民自发自愿捐
款，很快就筹集到了1万多元，请人为吴花平新
打了一口井。

“爱心井”的故事，是南江村村民参与乡村
治理的一个小缩影。近年来，该村把自治、法
治、德治融合到乡村治理中，让民心更加凝聚、
乡村更加和谐、群众更加幸福，为创新基层社会
综合治理提供示范样板。

移机、维修猫腻多 警惕空调“被生病”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马文章

“爱心井”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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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空调又开始占据家电销售
C位。然而，商家在大打“价格战”的同时，
售后问题也随之增多。记者调查发现，由
于缺少行业规范，有关空调移机、维修等方
面存在不少猫腻。

承诺免费空调移机
售后服务却“打太极”

近日，刘女士向本报反映，去年，她在
步步高电器城东都店看中一台美的 2P 柜
式空调，在销售员的推荐下，她额外花了
109元购买了12月内免费移机服务1次。

前不久，刘女士拨打服务电话，申请安
排空调移机服务。数天后，一位自称步步
高的售后人员联系她，刘女士按要求提供
了购机发票、保修服务卡、空调柜机正面照
片等信息。该工作人员回复，需要打报告
上去，预计两天后安排移机。

两天过去，刘女士再次追问移机事宜，
对方回复称还在走流程，让其等待。数天
后，刘女士催问事情进展，对方竟称“上面
领导不批准”。

“这完全是逃避责任！该项移机服务
是我之前付费购买的，对方不但拖延时日，
还要提交各种资料、审批流程。”刘女士对
其售后人员敷衍态度很不满。在多次交涉
后，该工作人员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最后
提供了一个 4008286666 的平台服务电
话，让人没想到的是，刘女士拨打该号码后
被直接拉黑。

目前，刘女士已向 12315 投诉举报该
商家行为。

▲刘女士出示的购买凭证。受访者供图

空调基本10年用不着充氟

肖先生家中有一台买了5年的柜式空调，制
冷效果不佳。他在自家楼道里贴着“空调维修”
小广告，随即与对方联系。

经过一番检查，维修工人称空调冷凝器的
铜管坏了，需要更换3米管子，铜管价格为每米
90元。在拆装完空调后，又称“氟不够了”。就
这样，肖先生前后花了500余元维修费。

“空调制冷不佳，不正规的维修商喜欢在氟利
昂上做文章。”某知名品牌空调维修部门李师傅
称，氟利昂是空调制冷中传递热量的媒介，空调制
冷效果不好，并不一定是“缺氟”，室外机太脏、过

滤网堵塞、门窗密封不好等都会影响制冷效果。
李师傅介绍，目前市面上销售的空调基本

10年用不着充氟，一些别有用心的维修工人有
时会故意将氟放掉，或者用压力表进行虚假检
测以显示缺氟，要求顾客花钱对空调充氟，实则
陷入了圈套。

关于如何判断空调是否缺氟？李师傅表
示，市民应学会使用氟利昂表，在夏天，空调一
般氟利昂有5个压力就够了。此外，开机后一段
时间，室内机是否吹出凉风，并且室外压缩机会
进行间断工作，也可作为判断标准。

律师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