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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生档案
编号：032
姓名：小瑶
高考分数：484分（物理类）
毕业学校：南方中学
录取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家庭情况：父亲患胰腺癌去
世，母亲有糖尿病，无法从事
体力活。

记者走访纪实

老师说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7月21
日，本报 A05 版报道了准大学生小玉学费无着
落的消息。近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爱心人
士了解相关信息后，将6000元爱心助学款打到
了小玉的银行卡上。

小玉老家在茶陵，今年高考 563 分（历史
类），被湘潭大学录取。5年前，父母离异，家里
还有弟妹，懂事的小玉迅速成长为能帮父亲分
忧解难的好女儿。“我原来也在茶陵工作过，也
是湘潭大学毕业的。”爱心人士说，看到小玉的
报道后，他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认为不能因为经
济困难，让孩子无法圆梦大学。一人力量有限，

爱心人士找到单位党组织，表达资助小玉的想
法。最终，小玉收到了一笔由个人、单位共同出
资的6000元的助学款。

收到助学款，小玉第一时间给爱心人士发
信息表达谢意，对方表示：“在生活中遇到困难，
要学会寻求帮助。今后再遇到困难，可以及时
告诉我们。”

面对爱心人士的关爱，小玉感动地说：“真
心感谢大家在我求学路上给予的帮助，我将在
今后的大学生活中自强奋进，争取早日学业有
成，以最大的努力回馈社会，以最大的善意善待
社会。”

昨天上午，记者驱车来到石峰区田心立交
桥附近，17岁的小嫣早已在路边等待，微笑着
轻声挥手。小嫣的衣着虽然朴素，聊天时有些
腼腆，但性格温和、举止有礼，家中房屋稍显简
陋，桌上全是书籍。高考结束后，小嫣也未曾
放松。

聊及家庭状况时，小嫣的母亲悄悄背过身
去，反而是纤瘦的小嫣，说着这些年的坎坷。

2009年，小嫣生父离世，家中的顶梁柱倒
了，那一年小嫣才 4 岁，尚在襁褓之中的弟弟
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母亲改嫁后，继父常常家暴，将母亲打至
二级伤残，便离婚了。”小嫣说，母亲的第三次
婚姻也不尽如人意，如今的继父后来身患重病
无法劳作，家庭的重担全压在母亲一人肩上，
在工厂务工，收入不高，经济拮据。

家庭的不幸没有击溃这个坚强的孩子，她
说，至今为止最懊恼的事情是高考发挥不佳，
待到大学定要加倍努力。

“我没有觉得生活对我多不公平，我遇到
了很好的老师，结识了不错的朋友，她们也很
照顾我。”小嫣说，她始终坚信生活的“钥匙”掌
握在自己手中，拿对“钥匙”开对门，才能过上
想要的生活。

不过度悲观、不盲目自信，这是小嫣给人
的感觉。平日里，小嫣除了学习，还要承担家
务，鼓励时而沮丧的弟弟。她说，要快点撑起
这个家，让身体抱恙的母亲多休息一下。

愁学费的小玉收到6000元爱心助学款

父亲去世母亲患病 她从知识中汲取力量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拼搏的小嫣正努力
握住生活的“钥匙”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陈驰

父亲早逝，花季少女与体弱的母亲相依为
命。命运待她严苛，她便从知识中汲取力量。高
中三年，女孩迈过了无数常人“过不去的坎”。在
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是苦难和拼搏。

苦心人，天不负。熬住了，跨过了，才能遇
见更多的精彩。人生拨开阴霾的日子，便是幸
福来敲门的时候。

祝愿小瑶，未来的人生越来越顺遂。

小瑶的班主任说，小瑶一直都是老师眼里的好孩子——勤奋、好学、谦虚、还写得一手好字。

小瑶的父亲曾是一个常年靠药物维持生
命的老病患，母亲也体弱多病。

2016 年，胰腺癌夺走了小瑶父亲的生命。
“从发病到去世不到一天，走得很突然。”小瑶
的母亲龚安燕告诉记者。

小瑶家是一套典型的“老破小”房屋。小
瑶的母亲说，丈夫去世时，欠了几十万元的外
债，所以她把自己的房子卖了抵债，母女俩只
能挤在外婆外公家住。

父亲去世后，小瑶的母亲身体状态就一直
不好。因有糖尿病，无法从事体力活，为了增
加收入，母亲只能在家门口打工。受疫情影
响，打工的饭店效益不景气，母亲基本上处于
无事可做的状态。

“生活压力很大，担子都是一点一点加上
来的。”用小瑶母亲的话说，“从需要女儿做事
的那天开始，她就会了。”言语中有无奈，更有
酸楚。

成长路上虽坎坷，小瑶却学会了勇敢面

对。不幸的身世，没有压倒女孩，小瑶在学习
上一直名列前茅。

“爸爸去世之后，妈妈的悲伤更甚于我，但
是她一直都教我要乐观。虽然没有爸爸了，但
是我觉得妈妈已经担起了爸爸的角色，没有让
我成为一个自怨自艾的人。”小瑶说，妈妈告诉
她，要用双手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不能老是依
赖别人。所以，她在学习上一直很努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今年的高考中，小瑶
考出了物理类484分的成绩，被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录取。但是，让家人发愁的是大学学费和
住宿费。

“现在我能拿得出手的就 2000 元积蓄。”
小瑶的妈妈说，女儿是家里的希望，砸锅卖铁
也要供她上大学。家人的支持让小瑶对未来
四年大学生活充满向往，但又有些许的担心，
担心母亲太过操劳，也担心自己因为无法负担
高昂的学费而无法实现大学梦。

家住芦淞区贺家土街道的
小瑶今年考上了大学。2016年，
她的父亲患胰腺癌去世。父亲
病逝后，家里全靠母亲仅有的
2500 元退休金艰难支撑着。目
前，家里的积蓄才 2000 元，怎么
为小瑶筹集上万元的学费和生
活费成为全家面临的最大难题。

▲小瑶在家看书。记者/杨凌凌 摄

记者手记

贫困生档案
编号：033
姓名：小嫣
性别：女
毕业学校：九方中学
高考分数：591分（物理类）
录取院校：湖南师范大学
家庭情况：生父去世，母亲伤
残，家中还有八旬老人要照
料，生活十分困难

记者走访纪实

17岁的女孩，很少有小嫣这般心性。对于
未来，小嫣有自己的想法，她说可能会报考教
师，她明白一个好教师对于学生们的影响力。
最近她还在自学感兴趣的电子信息课程，也许
会向这方面发展。拼搏如小嫣，肯定会有一个
美好的未来。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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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亮化”如何再进一步？

“要是附近有星空帐篷，再
来个咖啡吧、小吃摊，可以跟朋
友一起边聚会边欣赏夜景，可多
美妙。”芦淞区董家塅街道中心
社区，看着“微亮化”改造后人气

“爆棚”的社区广场，小伙刘仁又
一次忍不住发出感叹，在他看
来，这是附近最适合年轻人夜间
赏景游玩的地方之一，完全可以
充分开发。

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夜经济的繁荣程度被视为
一座城市经济开放度、便利度和
活跃度的“晴雨表”。

由《财经国家周刊》、瞭望智
库联合相关机构组成的课题组，
此前发布2021年中国城市夜经
济影响力十强城市榜单，重庆、
长沙、青岛、成都、上海、北京、武
汉、深圳、广州和天津上榜。

这些城市发展夜经济的共
同点之一，是紧紧围绕年轻人的
需求，打造富有城市特色的夜间
景观照明空间和场景，带动夜间
消费集聚。

以上述榜单排名第二的长
沙为例，这几年，长沙不断挖掘
城市夜间经济潜力，在功能配
套、政策扶持等方面，支持和升
级夜经济。灯光秀、无人机表演
等在互联网平台频频“出圈”，解
放街、五一广场、坡子街等地打
造的夜间亮化景观，也成为青年
拍照的好去处，带动周边形成

“夜游、夜景、夜市、夜娱”等丰富
的夜间产品体系。重庆、上海等
地的夜间灯光秀，也一直是吸引
游客前去观光旅游的一大因素。

“从这一点来看，株洲已经
有了相当好的基础。”对此，市城
管局有关负责人认为，我市在全
省率先实施的“微亮化”，不仅基
本消除了城市照明暗区，还通过
在社区广场打造亮化景观集聚
人气，比如，曾经几乎无人光顾
的天元区奥林匹克公园，景观

“微亮化”改造，夜间前去跑步、
游玩的人越来越多。

“‘微亮化’带动人气的功能
已毋庸置疑，是时候再进一步，
助推打造夜经济商圈了。”上述
有关负责人认为。

“微亮化”
如何点亮株洲夜经济？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妈妈，让我玩最后一圈再回家吧。”7月30日晚，步步高广场株洲汇金店前坪，小型游乐场、造型别致的景观设施，让游玩的孩子们不舍
离去；大汉·悦中心JOJO街同样热闹非凡，不管是卖手工饰品和玩具的小摊老板，还是卖各色小吃饮料的商铺员工都忙得不亦乐乎，青年们
在这里吹着晚风，一起感受夏日夜晚的烟火气……

显而易见，这个夏天，株洲越来越多的商圈经营者正通过夜游、夜市等模式，拉动夜间经济的发展，一些“潜力区”的激活也被提上日程。
让株洲“越夜越精彩”，今年10月前后，我市城管部门将通过“微亮化”带动夜经济，推出4-5个夜经济示范点。时间紧、任务重，我市将

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又将如何打造株洲的品牌特色？

夜经济，如何打出
“特色牌”？

目前，我市已有王府
井百货、未来云 MALL、
尚格广场和苏宁广场等
商圈运营方制定了夜经
济提升方案，共同参与

“微亮化”项目。按照我
市的规划，今年 10 月前
后，我市要推出4-5个夜
经济示范点。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
提醒，发展夜经济势必要
对“烟火气”有更多的包
容，比如适度允许居民自
发营造休闲娱乐的氛围，
如摆摊设档等，相对于

“一刀切”式的收紧或松
绑，更应该做好环卫基础
设施配备和宣传引导，

“轻松娱乐的氛围有了，
一些观望的商家也会跟
进，待形成一定热度后逐
步吸引更多消费群体，形
成良性循环。”

业内有个说法：白天
的消费主要满足基本生
存需求，夜间消费更多是
满足精神需求。

长期观察株洲的业
内人士分析认为，株洲的
制造业发达，众多的厂区
型社区不仅有消费潜力，
还有打造株洲特色夜间
消费场景的基因潜力。
可以通过“微亮化”将之
串珠成链形成联动，并在
每个不同的厂区型社区，
推出具有工业特色的夜
间艺术空间、后备箱市集
等项目，激发年轻群体对
工业株洲的好奇心，并策
划推出夜游、夜跑等活
动，吸引品牌进驻，提升
区域知名度，带动更多消
费群体前往。

商业企业共同参与，打
造多元消费场景

市文旅广体局、市餐饮行
业协会相关数据显示，截至去
年，全市有文化市场经营单位
1000 余家，社会从事餐饮单位
5000 多家，资源充足，但业态
相对单一。就拿 5000 多家社
会餐饮单位来说，其中有 800
多家餐饮单位只在夜间营业

（下午 6 点至次日凌晨 2 点，或
者是通宵），但提供的夏日夜宵
品种，约有一半是小龙虾。

市商务和粮食局相关工作
人员也认为，我市夜间消费业
态以购物、餐饮和娱乐为主，但
能够吸引年轻消费群体的产品
和品牌供给相对不足。

同质化造成的“内卷”，也
让株洲这些年在夜经济上的发
力收效不甚明显。比如，两年
前，我市在森林一路打造了全
市首条夜间经济示范街，但缺
少多元化、多层次的消费布局，
这里至今仍未打破以餐饮为主
的夜间消费局限；曾经火热的
贺家土夜宵一条街，也出现消
费流失、转型困难等问题。

“发展夜经济，不能只有
‘ 颜 值 ’，更 要 注 重‘ 内 外 兼
修’。”对此，市城管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微亮化”更多是硬件
方面的提升，真正要形成夜经
济商圈，还要在“吃喝玩乐住游
购”等方面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正是考虑到这些现实问
题，今年的“微亮化”项目，也拉
动了商业嗅觉更敏锐的企业和
机构共同参与。这些商业企业
对潮流品牌、消费趋势的理解
更深入，有资源也有扩大商业
空间的诉求，可以通过他们给
消费者创造更加多元、更有内
涵的夜间消费场景，实现项目
的长期价值和品牌延伸。 ▲未来云MALL外新增了夜间集市。

伍靖雯/摄

▲大汉·悦中心JOJO街是年轻人
夜间休闲娱乐的常去之地。伍靖雯/摄

▲热闹的钟鼓岭步行街夜市。
伍靖雯/摄

大汉·悦中心JOJO街夜景。伍靖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