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
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今年夏天以来，株洲人的夜生活有了

更多的选择方式。比如，我们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去各个商圈新
开的夜市逛个街、尝尝美食，或是去湘江边的“网红夜市”拍照打
卡，甚至一些小区也组织了夜市活动。

新潮有趣、丰富多样的夜间经济，开始在株洲热闹起来。
这个“夜江湖”，株洲如何玩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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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夜经济变化多
如何长期玩转“夜江湖”？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变化 “菜单”更丰富，倡导差异化运营

传统夜市美食飘香，袅袅烟火；
如今，株洲各大商圈“上新”的夜市开
始逐步拓展到文艺表演、创意手工等
更多领域，市民在夜色中能同时感受
城市的青春活力与文化沉淀。

9 月 17 日晚，未来云MALL外的
夜市吸引不少市民慕名而至。这里的
夜市除了传统的餐饮美食摊点，还有
美甲、手工毛毡、鲜花等小众摊位，畅
行其间，不难发现，各家摊点正通过
不同的特色定位吸引形成自己的粉
丝群。

“目前我们每天提前接受商家报
名，对他们提供的产品做筛选和分
区，尽可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实现差异化运营。”该夜市运营方有
关负责人介绍，随着“茶颜悦色”等

“网红品牌”入驻，以及夜市的兴起，
整个商圈的人气有了显著提升。

夜间经济的“菜单”日益丰富，市
民“逛吃”的体验也更舒适。随着新建
成区的基础配套设施更为完善，新发
展的商圈夜市也能从源头减少“脏乱

差”，逐步发展成为城市竞争力的支点
之一。

比如，庐山路最新开放的银杏夜
市，是由钟鼓岭步行街夜市的运营团
队负责运营，行走其间更像是步入

“河西版钟鼓岭”。该运营团队有关
负责人介绍，这个夜市于本月 9 日开
业，目前设立了 1350 平方米的小吃
美食专区，一期的 60 多个摊位已全
部完成招商，正在进一步扩大商区规
模。这里单个摊位的占地面积，是钟
鼓岭步行街夜市摊点的一倍左右，旁
边又有地下停车场等设施配套，看中
这里的空间优势与新兴消费力量，不
少商业嗅觉敏锐的商贩，从钟鼓岭步
行街夜市“转战”至此。

上述有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
他们的目标同样是为消费者提供更
多差异化选择，除了在街面亮化、活
动策划等方面跟进，后续还将重点培
育夜间观光游玩、文化休闲类活动，
为市民提供更多元的夜生活选择，也
助推商圈扩大影响力。

趋势 受众更广泛，注重打造体验式场景

9 月 9 日，湘水湾小区“湾湾夜
市”开张，百米长的小区公共长廊内，
入驻包括美食、文创、农产品、娱乐互
动等 50 个摊位，形成食、娱、体、演、
展等多元一体的小区内部消费市场。

据悉，该小区的这个活动筹办至
今，已从最初的跳蚤市场变成迷你版
夜市，商户和居民均可报名参与，并
专门准备了培养孩子们社会实践能
力的系列活动，吸引更广泛受众参
与，满足不同群体的精神文化需要。

无独有偶，今年以来，不少地产
项目周边都培育打造了夜间经济消
费市场。比如，青龙湾滨江广场的小
青龙夜市、芦淞区盛世路星河湾至枫

溪壹号路段的“枫溪夜市”，都是市民
心中夜间消费必去的“打卡圣地”。

业内有一个说法，夜间消费人们
更注重的是精神需求，某种程度上，
这也是这两处夜市红起来的一大秘
诀。比如，小青龙夜市用颇具风情的
热带树木、“网红”特色招牌、电话亭
等设施营造度假场景；“枫溪夜市”则
用仿真绿植地皮、丰富的灯光造型烘
托夜生活氛围，加上琳琅满目的摊
点，让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来到这里，
瞬间就切换为“夜间模式”，享受舒适
的夜生活。这些特色街区与文化休
闲紧密结合，形成令人惊艳的夜间经
济新发力点。

思考 夜经济如何持续激发城市活力

可以肯定的是，发展夜间经济已成为大势所趋。艾媒咨询
发布的《2021-2022 年中国夜间经济监测及典型城市案例分
析》显示，2020 年中国夜间经济规模已突破 30 万亿元，预计
2022年将突破40万亿元，包括夜间经济在内的消费新模式，将
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力量。此外，我国夜间经济消费发展趋势也
从传统的餐饮、游船、地摊等方式，向文化演出、灯光秀、商圈等
方向演变。

认识到这一点，今年以来，我市进一步加大夜间经济培育
发展力度，国庆节前后，市城管委办公室将力争推出4-5个夜间
经济示范点，并用2-3年时间将其打造成株洲城市管理新亮点。

“株洲有发展夜间经济的基础和优势，但也有不少困难需
要解决。”就此，市城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就比如株洲的田心
等厂区型片区，完全可以打造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夜间消费场
景，但在引进社会资本参与等方面仍有资源和渠道的短板，优
质储备项目“待字闺中”。

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株洲的夜间经济要持续激发城市
活力，就要有系统化的运作道路。就拿长沙来说，近年来，长沙
通过持续不断加大顶层设计和政策倾斜，形成了“食、游、购、娱、
体、展、演”夜经济新业态格局，打造出“24小时城市”。他们用来
接待前来学习来宾的，是“茶颜悦色”、臭豆腐和小龙虾，这体现
了当地政府部门对新的消费模式的开放态度和支持力度。

再看我市目前兴起的夜间经济区域，这些地方的摊主往往
有年轻化、个性化、注重互动性等特点，绝大多数是“90后”“00
后”，这些青年群体不仅注重在产品中展示创意，还善于在“抖
音”“小红书”等平台营销推广，自带流量。如何为这些青年群
体提供更完善的引导与支持，长效激发城市活力，也是株洲这
座制造名城亟待强化的。

▲未来云MALL外的夜市。 伍靖雯/摄

▶新开张的银杏夜
市，各色小吃集聚。

伍靖雯/摄

▲“枫溪夜市”成了不少年轻人的
夜间消费必去场地之一。 伍靖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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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马
文章）“小姑娘，有什么事想不通，下来
慢慢说。”“你还这么年轻，千万不要做
傻事……”9 月 18 日下午 3 时许，天元
区华府龙苑小区，一名年轻女子欲跳
楼轻生。最终，在民警和消防员紧急
救援下，女子顺利脱险。

据居民马女士说，当天下午 3 点
46分，她正在休息，突然听到窗外有嘈
杂声，从阳台往外看，只见一名年轻女
子双手紧抓着防盗窗，整个身子悬空
在外，并不时叫嚷着自己“不想活了”

“你们别管我”等话语。
紧接着，女子开始沿着10楼防盗

网向下攀爬，随时有坠落的危险。楼

下居民见状，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
10 余分钟后，辖区民警和消防员

赶到现场，迅速在楼下铺设救生气垫。
由于悬空时间较长，又是高温天

气，轻生女子明显体力不支，半蹲在 7
楼防盗窗上。民警、消防员不停劝说
女子回心转意，女子仍不为所动。危
急时刻，一名消防员系着安全绳，半个
身子探出楼道窗口，双手上前紧紧拽
住女子胳膊，奋力将她往楼道内拉抱
住。从翻窗到救援，前后不到3秒，女
子最终脱险。

据了解，该女子因为家庭原因与
男友发生争吵，一时冲动才做出鲁莽
行为。

开门逃生还是固守待援？
要视实际情况而定

市民遇到高层火灾该如何逃生？是开门逃生
还是固守待援？是向上跑还是向下跑？记者就相
关“保命”知识进行了梳理。

1.发生火灾时，出门逃生前要判断
发现屋外起火，开门前要先摸一下门或金属把

手，如果很烫，说明大火已烧到门外。即便火没有
蔓延到住户所在楼层，但发现楼道中烟气比较浓重
了，而住户没有有效隔绝有害烟气的装备时，要立
即将门关严，采用其他方式逃生、报警或固守待援。

2.逃生途径一定要选择楼梯
选择逃生途径一定要选择楼梯而非电梯。电

梯是烟气的上升通道，任何一层发生火灾，电梯内
都可能有烟雾蔓延，人若进入电梯容易发生烟雾窒
息。另外，电梯随时都可能断电，导致逃生者被困。

对于高层建筑而言，如果常闭式防火门保持关
闭，那么进了楼梯间就基本安全。请注意随手关
门，以免浓烟进入楼梯间。同时注意使用避难层，
躲避烟、火侵袭，暂时保证安全。

3.正确选择逃生方向
如果着火点位于自己所处位置的上层，此时应

向楼下逃生，直至到达安全地点。
如果着火点位于自己所处位置的下层，且火和

烟雾已封锁向下逃生的通道，可考虑往楼上逃生，
楼顶平台是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向楼顶平台逃
生时，发现被火、烟追上且封锁了向上的道路，应果
断改选横向逃生路线，从其他走廊通道逃生，或退
守到该层有利于躲避的房间内（如最靠近主干道的
房间），这样你将成为消防员最先施救的对象。

4.这些细节要注意
火灾烟气比空气轻，发生火灾时，应弯腰撤离，

扩散到人的胸部时，应匍匐前进。疏散逃生可用湿
毛巾捂住口鼻来过滤有毒烟气，但湿毛巾并不能过
滤烟气中所有有毒有害成分。建议家中常备防烟
面具。

5.逃不出去该怎么办？
当不具备从楼内通道逃生的条件时，千万不要

开门，应迅速用水打湿床单、毛巾一类物品，塞住房
门的缝隙，把浓烟挡在门外，固守救援。不可钻到
床底、阁楼、大橱等处避难，这些地方可燃物多或容
易聚集烟气，且不利于被消防队员发现。

固守救援时，要合理选用拨打电话、手电筒光
照、摇晃衣物、制造声响等方式，告知救援者自己的
位置，以便救援者尽快找到并施救。

女子爬防盗窗欲轻生跳楼
消防员一把拽住将其救下

▶消防员在营救轻生女子。 受访者供图

开门逃生还是固守待援？向上跑还是向下跑？

高楼起火别慌乱 了解这些能保命
策划/沈勇跃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马文章

9 月 16 日下午，高 218
米的长沙电信大厦发生火
灾，尽管没有造成人员伤
亡，但再次给超高层建筑
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

高层建筑火灾为什么
难以扑救？市民在遇到火
情时，应该怎么科学展开自
救？记者采
访市消防救
援支队相关
负责人，答
疑解惑。

▲消防监督员抽查人员密集型场
所消防控制室。 通讯员供图

◀演练现场，登高云梯救援车在
“解救”被困人员。 通讯员供图

夜查42家重点单位，揪出火患93处

提高消防战备力量固然重要，更重要
的还是彻底排查消防隐患，防患于未然。

9 月 16 日晚，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 17
个检查组，对全市范围内 42 家高层建筑、
人员密集场所等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开展集
中夜查专项行动。

在希尔顿酒店，检查组对酒店内电动
车集中充电区域的值守情况，微型消防站
消防台账，客房工作人员消防安全“四个能
力”“四懂四会”情况，消防设施设备管护情
况等进行抽检，并现场测试了酒店微型消
防站处置突发火情、工作人员使用消防设
施设备的能力。

“一定要保证消防设施设备的完整好
用，消防疏散通道必须保障畅通。”针对发
现的部分问题隐患，检查组对酒店消防安
全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指导意见。

据了解，当晚，17个检查组共查出火患
93处，其中闭式防火门未保持常闭、消防安
全制度落实不严等问题较为突出。

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姚文华表示，
下阶段，全市消防部门将联合住建、应急部
门对全市高层、超高层建筑进行全方位摸底
排查工作，并建立了隐患问题和整改责任

“两清单”，要求限期整改到位，并不定期开
展“回头看”，确保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超过50米，我市配备的登高云梯车“望楼兴叹”

据2019年起实施的中国《民用建筑设
计统一标准》明确指出，建筑高度大于100
米为超高层建筑。事实上，超高层建筑火
灾扑救是世界性难题。

市消防救援支队相关负责人分析，超
高层建筑如果发生火灾，救援将面临以下
困难：一是蔓延快，超高层建筑内有电梯
井、管道井等，有些建筑外部有保温材料，
毒烟极易从内外部向上迅速蔓延，形成立
体火灾；二是疏散难，疏散主要走楼梯，但

超高层建筑竖向疏散距离更长，建筑中人
员密集，易造成踩踏、窒息、中毒；三是供水
难，超高层建筑消防用水量较大，自身供水
可能难以满足需要；四是登高难，有些超高
层建筑超过了举高消防车辆的高度极限。

“目前，我市装备的1台登高云梯救援
车，上升高度只能达到 50 米左右，有效救
援能力仅在15层。”上述负责人介绍，更高
楼层的消防救援，则只能依靠楼内消防设
施、人员自救和直升机救援等方式。

株洲落地之行动

株洲落地之难题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