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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贺家土吃宵夜，绝对不是为了填

饱肚子那么简单，对早就超越了果腹这

种低级趣味的吃货来说，夜宵的本质是

要吃得有情趣、有回味、有声响。

早已功成名就的“王胡子”创始人

王光云，依旧天天去店里，与很多早年

入行的店主一样，几十年过去，房子、

车子对他而言都已不在话下，但他还

是离不开自己的夜宵店。因为在这一

方小舞台上，熟客生人一通招呼，充

实、痛快。

贺家土夜宵美食街这些经历过残

酷竞争的老板，个个通达人情世故，你

只要经常去，用不了两三次他就能记

住你这张脸，你爱吃什么、忌口什么，

你的要求他都懂，这种关系特亲密，其

实就是人情味。

27年坚持守住“老味道”

都说凌晨以后的贺家土才是最热

闹的，但记者晚上 9 点到达时，店里店

外都已坐满了人。

“没见过‘王胡子’本人，就别说你

来株洲吃过夜宵。”而想见到他，就得

来贺家土。这位已经 60 岁的大叔，早

已成为株洲宵夜档的传奇人物。

1997 年初夏，湖北的回民汉子王

光云怀揣 1 万元，在贺家土租下一间

10 多平方米的邻街门面。从此，命运

的齿轮开始转动。

“开店容易办店难。”此话一点不

假，“王胡子宵夜店”是以烧烤为主，白

天休息不好，晚上还得忙碌通宵。才

开张那几年，店小人手少，王光云夫妇

都是店里的主要劳力。

和王光云一起来株洲的几个老

乡，面临诸多困难，先后打了退堂鼓，

撤离株洲。王胡子是个硬汉，不服输，

不畏难。夫妻的质朴与坚持，得到了

食客们的认可，这些吃遍了各地美味

的人，越来越偏好这一口株洲夜味，味

道之外，更是人情。

王光云对待牛肉的肉源，有着军

人般的执著。“我对牛肉是相当严格，

没 办 法 蒙 我 ，我 都 在 这 干 了 几 十 年

了。”王光云说。

除 了 上 好 的 材 料 ，他 的 手 上 功

夫 也 十 分 了 得 ，在 撒 上 葱 花 的 瞬

间 ，卷 上 一 把 牛 肉 ，高 温 会 让 葱 香

恰 到 好 处 地 渗 到 肉 里 。 吃 烤 牛 肉

最 有 趣 的 体 会 ，就 是 油 脂 在 牙 缝 间

流 窜 的 快 感 。 27 年 的 烧 烤 经 验 ，让

王 光 云 可 以 根 据 客 人 的 偏 好 控 制

油 脂 渗 出 的 程 度 ，从 而 决 定 牛 肉 的

口感软硬。

“ 坦 白 说 ，烧 烤 不 是 健 康 的 食

物，酒更不是。但必须承认，它对人

的心理健康有好处。你在家里点个

外 卖 什 么 都 有 了 ，为 什 么 还 非 要 出

去 吃 呢 ？ 因 为 人 需 要 感 情 交 流 ，需

要费劲巴拉地打车过去，围成一桌、

碰 杯 吃 串 这 种 仪 式 感 ，这 是 一 种 投

入 火 辣 生 活 的 方 式 。 而 一 杯 酒 、一

串 肉 足 够 让 你 在 此 刻 融 入 人 潮 之

中，找到归属感，让自己高兴起来。”

王光云说。

熟客生人一通招呼
充实、痛快

天天和烧烤打交道，王光云还是

跟普通食客一样，愿意和朋友吃吃烧

烤，聊聊往事，这也是他忘掉眼前烦恼

的最好方式。

如今，贺家土兴起了许多新潮的

夜宵店，他们正以多样化的口味和产

业化的营销争夺着株洲人的夜宵阵

地，深得年轻人喜爱。“王胡子”也受到

了新潮的冲击，饱经风雨的老店，仍在

坚守。

王光云用了 27 年时间，让自己成

为株洲宵夜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与

此同时，贺家土宵夜美食街也因为“王

胡子”的存在，变得更加不可替代。

如今生意不好做，王光云依然心

态乐观。“我就想得比较开一点，你有

很多压力，你天天压在脑壳里，你也改

变不了它。”每当丈夫压力过大，王光

云的妻子杨金云总有办法排解。

王光云、杨金云两口子创立的“王

胡子”夜宵店，不仅延续了贺家土老街

的余温，还让熟客们通过美味找到了

往日的感觉。

凌晨两点，杨金云还在后厨打扫

今天的战场。看着食客们吃得尽兴，

这 是 杨 金 云 一 天 中 最 快 乐 的 时 刻 。

这么多年，常来店里的客人从毛头小

伙变成中年，但他们仍是杨金云舒畅

心 情 的 最 佳 伙 伴 。“ 小 帅 哥 ，好 久 不

见，都当爸爸了！来，干一个！”忙里

偷闲，王光云把酒言欢，仿佛夜空中

的炊烟，永不散去。而一盏灯也长明

于市井。

那一摞摞斑驳的点菜单，都是过

往食客的笔迹，但永恒不变的，是贺家

土美食带给他们的深夜治愈。

贺家土夜宵街：
用“温暖”转型 用“坚守”赢得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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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费 为 村 民 开 荒 修 路 、建 蔬 菜

基 地 带 动 村 民 就 业 、每 年 捐 资 助 学

成立志愿者协会为百姓解忧……天

元 区 雷 打 石 镇 盘 石 村 的 王 志 军 ，虽

然 只 有 一 只 手 ，却 能 像 太 阳 一 样 照

亮周边的人。

把荒地打造成蔬菜基地
带动村民就业致富

“现在基地每天可产 500公斤瓜果

蔬菜。”8 月 10 日，天元区雷打石镇盘

石村，百亩蔬菜基地负责人王志军正

忙着将打包好的瓜果蔬菜，送往中南

蔬菜大市场。

王志军的百亩蔬菜基地，占地面

积 120亩，连片的菜地里有自动喷灌系

统给蔬菜浇水，每天都有村民们在这

里干活，采摘、清洗、分拣、打包、装车

……分工明确，有条不紊。

如今绿意盎然的菜地，2 年前却是

杂草丛生的荒地。“只想把闲置的土地利

用起来，荒废了挺可惜。”这是王志军打

造百亩蔬菜基地的初衷。他和村里商

议，把全村闲置的土地规划起来进行复

耕，修水渠、铺水管、装喷灌，成立种养合

作社，带动周边二三十名村民就业。

盘石村村民刘娟说：“家门口有这

样一个蔬菜基地，挺好的。我每天在

这里分拣 100 公斤左右的蔬菜，能赚

100多元，不用日晒雨淋。”刘娟有个 10

多岁的孩子需要照顾，不能出远门做

事。“在顾好家的同时，还能有一份收

入，一举两得。”

免费开荒、修路
一心为村民办实事

实际上，蔬菜基地，并不是王志军

的主业。

王志军虽然手有残疾，却是开挖

机的高手。“3台挖机，我一年有几十万

元收入，自家的小日子不愁了，但我还

想着带动村民富起来。”王志军把这些

年开挖机赚的四五十万元，投入到蔬

菜基地的建设当中。

48岁的王志军，出生在一个普通农

民家庭，中考因几分之差落榜，成为一名

油漆工学徒。没想到，天生残疾失去左

手的他，不仅无法灵活工作，还对油漆过

敏。受到考试落榜和学艺失败的双重

打击后，王志军不甘心就这么放弃，“身

残志不残，一定要找到谋生的本领。”

后来，王志军开了一家自行车修

理店，在生活得到保障的同时，热心的

他帮助起了周围的邻居。当他看着村

民都是用人力挑运建筑材料，费力又

费时。王志军就买了一台拖拉机，免

费为邻居们运送建筑材料。之后又换

成小型货车，一干就是 7年。

前几年，王志军发现村里有许多

荒地需要开垦，自己的小货车无法作

业，于是，他添置了两辆挖掘机，利用

闲暇时间，免费为村里开垦荒田 80 余

亩 ，去 年 还 为 天 合 组 挖 填 了 两 条 道

路。他还不忘挤时间参加线上技术培

训，获得了相应的证书。

村 民 推 选 他 担 任 潘 家 组 的 组

长，10 余年来，他为自己的组民扩宽

渠 道 上 的 桥 ，填 修 从 村 道 到 本 组 和

其 他 两 个 组 的 主 道 ，协 助 他 人 硬 化

进组道路……

捐资助学
爱心一直在路上

王志军的善心，不是一日两日，也

不是一年两年。

霞石学校退休的老校长刘建元告

诉记者：“霞石学校的‘琢玉丰碑’上，

王志军的名字就出现了好几次。1994

年 以 来 ，他 为 霞 石 学 校 扩 建 捐 资 数

次。还为学校搭建大舞台，扩宽进校

道路，建立长效奖励机制，资助困难学

生，奖励优秀老师。”

此外，每年的“六一”儿童节，王志

军都会为学校里的每一个儿童准备礼

物。学校开展活动时，他也会不遗余

力提供凉棚、龙灯等物资。“自己的书

读少了，希望现在的孩子们能多学知

识，尽最大努力，为孩子提供好的条

件。”王志军说。

一人能力有限，王志军还发动村

民成立“霞石爱心志愿者协会”，集众

人的智慧和力量来做善事。

“单手能人”村民王志军 用温暖照亮他人前行的道路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王胡子”创始人王光云、杨金云。 记者/杨凌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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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情自动监测，堤坝智慧赋能。

随着防洪抗汛硬件设施的提升，

软件也在升级。

位 于 石 峰 区 的 五 一 水 库 ，建 于

1958 年 ，历 史 悠 久 ，也 存 在 监 管 检

测 手 段 落 后 等 问 题 ，管 理 人 员 难 以

及 时 掌 握 大 坝 运 行 的 工 况 以 及 安

全形态。

今年 3月，这一水库全面进行信息

化升级，实施雨水情测报和大坝安全

监测设施项目后，如果达到汛限水位，

系统会自动报警，责任单位工作人员

能第一时间反应处置。

而 在 天 元 区 ，不 仅 辖 区 的 24 座

水 库 已 全 部 安 装 雨 水 情 测 报 和 视

频 监 控 系 统 ，还 通 过 建 设“ 智 慧 水

库 ”管 理 平 台 ，对 水 面 漂 浮 物 、坝 体

植 被 情 况 进 行 智 能 监 管 ，保 障 水 利

工程安全。

根据计划，到 2025 年底，我市计

划在 900 座小型水库建设雨水情测报

系统，并在和 174 座大坝建设安全监

测设施，全面提升水库堤坝的综合管

理能力。

暴雨，容易引发山体滑坡等地质

灾害问题，这一方面的动态监测预警

也日趋完善。

8 月 11 日，记者在市自然资源规

划局的指挥调度室看到，大屏幕上实

时显示着全市各个监测点的雨量、地

质环境监测等情况。

打开炎陵县沔渡镇安康村的监测

点信息，不仅可以快速看到过去一个月

实时雨量和雨量累计值变化，系统还能

根据监测点的地质环境变化给予评估，

比如监测点是否出现树木歪斜、土体膨

胀隆起等等，及时给出研判预警，帮助工

作人员快速应对。

目前，我市已建成 155处普适化监

测点、6处综合型监测点、100处雨量计

监测点。根据相关规划，到 2025年底，

我市地质灾害隐患专群结合监测覆盖

率要达到 100%，自动化监测覆盖率要

达到 20%以上。

近期的台风，导致北方地区遭遇

了百年罕见的洪水。

当然，这种超标准的洪水，在很多

城市的历史发展中并不多见，防洪体

系的建立也很难一蹴而就。

就拿株洲来说，这座临水而建的

城市，也有太多关于水患的历史隐痛。

“每逢大雨便成灾，屋顶行船户

户哀。民不聊生犹自可，最怜水病一

齐 来 。”这 首 民 谣 摘 自 市 水 利 志 书 ，

说的是建市初期，现在的星通路、人

民 南 路 沿 线 几 乎“ 逢 雨 必 涝 ”，民 谣

就从这里流传开来。当时的建宁港、

白石港等区域，也因地势低洼，常因

水涝受灾。

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城市

建设提速，防洪防涝工程依旧没有及

时跟上。

现在，站在株洲大桥河东桥下，

可以看到一处桥墩上醒目的红色字

迹 ——1994 年 6 月 18 日 ，洪 峰 水 位

42.6 米。

当时，株洲几乎是以“不设防”的

状态，直面当年那场“百年一遇”的特

大洪水。资料记载，这场洪水导致全

市 16 处防洪堤决口，150 个乡镇受灾，

2300 个工矿商业企业停产或半停产，

城市几乎瘫痪。

痛定思痛。1994 年 8 月 18 日，我

市湘江防洪工程正式开工，城区数十

万名职工、居民，采用义务建勤的方式

对湘江、渌江的堤防进行全线加高培

厚和增宽。

以这次工程为起点，株洲的防洪

工程修筑思路提档升级，从过去的灾

后修复转为主动建设防御。

的确，我们难以改变狂风暴雨这

种自然天气的变化，但我们可以做到

的，是不断提高城市的防洪能力。

虽然地处中部地区，但随着这些年

不断建设完善，株洲的设防标准并不低。

按照“水库控洪、堤防挡洪、河道

行洪、蓄滞洪区调洪、泵站排洪”的总

思路，目前，全市共建成大中小各型水

库 900 余座，相继实施的山塘整治、排

渍泵站改扩建等水利项目，通过拦、

蓄、分、排等措施，为城市防洪抗汛发

挥重要作用。

如今，我们走在湘江风光带河东

段可以看到，改扩建后的建宁闸排渍

站每日兢兢业业地工作。

这座排渍站最初于 1984 年建成，

2004 年曾进行提质，但随着城市化的

推进，排涝能力出现明显不足。2016

年再度改扩建完工后，升级为大（二）

型泵站，排涝能力进一步提升，保障建

宁港片区能平安度汛。

堤防挡洪方面，我市以湘江、枫溪

港、白石港为界，将市区依次划分为河

西、清响田（清水塘、响石岭、田心）、荷

明（荷塘、明照）、曲建（曲尺、建宁）4个

防洪保护圈，这 4 个防洪保护圈基本

闭合，达到了抵御“百年一遇”洪水的

防洪标准。

虽然有“百年一遇”的工程，但对

于城市来说，最重要的还是防治内涝。

近年来，我市逐步完善枫溪大道、

麻园社区、响石岭高排渠等 30 多处排

水管道及易积水点的改造，有效解决

了白石港立交桥下、红港路等路段暴

雨积水内涝等问题。

但老的涝点“隐退”的同时，仍有

一些新的积水点和隐患出现。

为何总有积水排不出去？

市市政部门有关工作人员介绍，

城市排水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水利、

住建、城管、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单

位，覆盖市、区等多个层级。

但雨水是不管这些的。城市里的

降雨顺着窨井流入下水管网，再慢慢

汇聚一起排河入江，所以要想顺利排

水，就要保障每一根管道、每个排渍泵

站都能安全通畅，无缝衔接。

可问题就在于此。一方面，这些

管道都埋在地下，日常仅靠简单排查

很难发现问题所在；另一方面人员衔

接、应急响应机制的健全程度，也时刻

面临检验。

比如，今年 6 月，王家坪立交桥下

出现大面积积水，事后排查发现，是下

游部分排水设施没有第一时间开启，

导致积水内涝。

还有一个问题，是伴随城市扩张，

一些原本按照农村水利设施标准建设

的管网被纳入城市范围，但这些水利设

施没有及时更新。比如天易大道大石

桥下，随着周边住房、人口的增加，原本

的排水管网已经无法承载，也是这里每

逢大雨就容易长时间积水的原因。

针对这些问题，目前我市的思路

是一方面完善排水防涝应急响应预

案，补齐短板；另一方面是查漏补缺，

同步推动自动化、信息化系统建设，提

高防汛应汛全流程管理能力。

信息化赋能提升预警应对效能

临水而建，株洲也曾“逢雨必涝”

城区已有“百年一遇”防洪保护圈

城市防涝，补齐应急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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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防汛，株洲如何筑牢“安全堤”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暴雨、洪水、山体滑坡……
这几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事件

频发，最让我们揪心的是，近段时间，
我国北方遭遇特大暴雨袭击，引发洪
涝灾害。

我们难以改变大自然的规律，但
我们需要清楚掌握的是：我们居住的
城市究竟能抵御多大的洪水？城市规
模不断扩大，基础设施有没有跟上？
如果株洲遭遇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
我们有哪些预警和应对措施？

所幸，株洲也在发展中不断汲取
经验教训，一步一步织牢“防汛网”，
筑牢“安全堤”，让应汛更有底气。

经过扩改建的建宁闸排渍站 记者/伍靖雯 摄

市资规局的电子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全

市各个监测点的雨量、地质环境等动态情况。

记者/伍靖雯 摄

株洲大桥一处桥墩上的红色刻线，记录着

1994年的洪峰水位 记者/伍靖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