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2023年9月1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王 莉 美术编辑/王 飘 校对/袁一平 专版

有一种住宅叫钻石住宅
“进门就感觉进入一个江南园林了，很

美。”7 月 21 日上午，从恢弘古朴的府邸大

门开始，建发央著业主们恍如走进一幅新

中式园林的江南画卷之中。园内碧翠掩

映，水石相映，小桥、流水、亭台、水榭，配以

乌桕、罗汉松、朴树、香椽等名贵树种营造

的立体景观，移步易景，每一帧皆是诗意风

景……效果图变成满分实景，让到场的业

主称赞不已。

建发央著小区内，大游乐场玩乐设施

齐备，双入户大堂仪式感满满、地下车库明

亮气派、架空层设置儿童游乐和大人休闲

互动区……每一公区空间，建发央著皆倾

注用心与温度，以高颜值实景兑现，实力践

行对业主的美好承诺。

建发房产，作为《财富》世界 500 强、千

亿绿档国企背景，以雄厚资金实力，40余载

布局 70 余城，深入参与城市发展进程。正

是如此，建发央著很早就以锐利的眼光锁

定城市发展的节点，于 2020 年，执笔神农

城芯最后一块周正的大地块。

作为建发房产落子株洲的首个项目，

建发央著择址神农城核心板块，周边不仅

有三大成熟商圈环绕，有株洲市二中莲花

中学、天元区白鹤学校双名校教育资源加

持，三公里范围内更是商业、文化、教育、市

政、休闲配套等资源全面覆盖。得天独厚

的地段赋予了建发央著难以复刻的稀缺价

值。而钻石品质的持续美好兑现，精细于

微的考究，直接化作了客户参观实景时难

掩的惊喜。

百匠集结，雄心誓师。株洲建发央著

2.1 期交付誓师大会既是一次表决心的大

会，又是一次真抓实干的动员大会。相信，

有了全体部门的相互协调、相互扶持，以及

项目全体员工团结一致、全力冲刺，二期项

目也将迎来高品质交付，将“建发幸福”延

伸到生活更深处，与株洲这座城市保持着

紧密共振，共同生长，共同跃进。

（文/白夭夭 图/建发央著）

千亿国企，再造标杆

株洲建发央著二期2.1批次
提前交付誓师大会圆满举行

今年 7 月，株洲建发央著一期整体完美交付，

1000 多户业主喜住新房，超预期品质刷新了株洲楼

市交付品质天花板。

战鼓擂动，征程新启！9 月 8 日，株洲建发央著

“千亿国企责任 品质交付担当”2.1 批次提前交付动

员誓师大会隆重举行,这意味着项目二期建设进入全

面提速阶段。项目在速度和品质的保证下，为业主

们带来了一份意料之外的惊喜，再次向市场递交了

品牌国企的优秀答卷！

有一种品质叫“佳”速度
大会当天，株洲建发央著项目领导、各参建单位相关工程负

责人及一线施工人员悉数到场，再一次共同开启和见证这一振奋

时刻。

“力争 2.1 期 17#栋-22#栋 605 户在年内提前品质交付，让 2.1

批次业主提前收房，继续以提前品质交付担当千亿国企的责任。”会

上，建发央著周成峰表示，株洲建发央著参建各单位将继续鼓足干

劲、勇往直前，严守时间节点，抢抓交付进度，坚守细节和标准化作

业，一步一个脚印，确保交付品质落到实处。

大会全场施工人员热血宣誓，以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精神吹响

使命必达的号角！

据悉，目前,株洲建发央著 2.1 期 17#-26#栋户内、公区精装、外

立面、室外园林、地下室基本已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品质打磨和提

升；项目 2.2 期 27#-31#栋建筑主体即将全面封顶。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工程建设将全面大力提速，力争 2.1 期 17#-22#栋 2023 年

年底提前交付,2.2期也稳步实现提前品质交付。

一纸合同，承载着一个家庭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和无限憧

憬。株洲建发央著始终践行“保交楼”、“交好楼”的国企使命,坚守

契约精神,于今年 7 月提前完成项目一期整体交付，收获高品质、高

满意度的优越口碑形象。如今，不断加速的工期和 2.1 期即将提前

品质交付，让不仅业主看到了担当与责任，也必将让株洲建发央著

成为城市共建的优秀范本！

有一种匠心叫细节控
“小区美的像一幅画，每一块石头，每

一棵树都很讲究，品质感很高，超出了我的

预期。”今年 7 月 22 日，一期二批次收房现

场，业主张女士坐在凉亭边上，跟也来收房

的邻居唠起了嗑。

作为千亿绿档国企，建发央著时刻铭

记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处处死磕细节，施工

建设更是丝毫不敢怠慢，不仅坚守品质、毫

不“降标”，甚至在品质标准和资金投入上

做“加法”。建发房产严格遵守 25 个质量

管理标准动作、134 个关键工序，按照高标

准的要求来自我规范，交房即交证，150 多

项功能性检查、第三方验收，只有百分百通

过试验才算合格。

事实上，建发央著就率先开创株洲楼

市的“预交付”模式，广纳业主修正意见，以

此改进雕琢，死磕细节，如此匠心和品质自

信，更是收获了一大批业主的好评。

硬件之美只是质感生活的基础，高品

质服务才能使品质生活体验臻于完美。交

付当天，株洲建发央著工作人员全程贴心

引导服务每一位业主，专属验房师对房屋

品质进行严格审视和详细功能讲解介绍，

及时解答业主的问题与反馈，助力业主轻

松愉快收房。

未来，株洲建发央著将由建发物业，以

国家一级物管资质、钻石标准的提供高质

量服务。从复归传统的礼仪风华到科技赋

能的智慧服务，以不同于普通物业的“新中

式礼呈服务”，为业主保驾护航，与业主共

同开启幸福温暖之旅！

▲株洲建发央著 2.1期批次提前交付动员誓师大会现场。

▲株洲建发央著项目周成峰带头热血宣誓。

▲株洲建发央著二期实景图。

▲株洲建发央著二期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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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一种烟火。
都说株洲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米粉开始的，圆的扁的，清汤红油，双码

盖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头好，这或许关乎口味和喜好，也或许是对
“儿时味道”的眷恋。

上周，《去“湘”当有味的地方》来株拍摄，汪涵、
沈梦辰、吴泽林组队走进株洲的米粉店，掀起
市民对本地米粉店的讨论热情。

那么，株洲的米粉都有哪些特色？那些让
我们念念不忘的米粉店又有哪些不为
人知的故事？一起来看看。

在不少“90 后”甚至“00 后”的故事

里，以前在外地读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

到海记米粉店嗦碗粉，以解数月相思。

这几天，因为《去“湘”当有味的地

方》，海记米粉店门前的队伍更长了。记

者去了两次，都因为排队的人众多，不好

意思耽误老板做生意，最终将采访约到

了晚上 8点半。

此时，老板马伯海和老板娘黄典香

仍没有休息，一洗一烹，忙着准备次日的

米粉码子。

如今，这个小店的米粉可以配 13 种

码子，最知名的小炒肉，以及这几年独创

的猪舌、猪三样，总是容易让慕名远来的

食客纠结一番。而对于老顾客来说，汤

粉里的那一勺酸菜，同样是最深刻的味

觉记忆。

1998 年 10 月 1 日，郴州人黄典香和

丈夫马伯海正式来株创业，每天推着小

摊出门，卖白粒丸、猪血之类小吃。两口

子能干、舍得干，黄典香又爱创新，卖过

的扬州炒饭、武汉豆皮等，都让贺嘉路附

近居民念念不忘。

积累了一定口碑后，夫妻俩决定在

株洲扎根，2003 年，海记米粉店正式开

张。

因为做的主要是附近学校师生的生

意，所以这么多年，夫妻俩从采购、洗菜

炒码到烹饪，都是敞开门来，欢迎周边师

生监督。当然，这也会吸引一些同行前

来学习，但两人并不介意。

自己研发新品时，黄典香还会摆在

外面，欢迎食客尝鲜、提意见。“至少要几

十个人觉得好，我才会上架。”她觉得，一

碗米粉能给大家提供幸福感，也是她的

乐趣。

这么多年，夫妻俩相互扶持，

每天凌晨 4点开始忙活烧汤、备

料，一直到晚上 10 点关店回

家 ，好 的 时 候

一 天 能 睡 七 八

个小时，忙起来一

天也就能睡五六个

小时。

女 儿 目 前 在“ 双

一流”高校读金融专业

硕士，黄典香希望等女

儿毕业后，就把这家店的

经营管理，交到女儿手上，

让更多人记住“海记”的味

道。

如果说“海记”是年轻人

眼里的“朱砂痣”，那么泗江饮

食店也是一群人心里的“白月

光”。

这次去泗江饮食店，才发现 4

个月前刚换了店址。从小巷一路

寻到旁边的沿港路，看到尽头拐角

处的门店总有人进进出出，就知道找

对地方了。

这家老店本就是国营餐馆改制而

成，不过当初接手的老板廖来明和老

伴都已退休，交给了跟班超过 6 年的一

对徒弟。

米粉还是以前的味道，白瓷碗底铺

好盐和酱油，米粉烫一烫出锅往上一盖，

配上一勺猪骨高汤，一把葱花，还有固定

的肉丝码子。食客们有不少相熟，接过

热气腾腾的米粉，彼此打个招呼，就迫

不及待大快朵颐起来。

一家小店的传承，一碗米粉的吸

溜之间，是老味道的延续。

攸县烧汤粉、醴陵炒粉、炎陵烫粉皮、茶陵家粉

……除了外来的特色米粉，实际上，如果把株洲各县

市的米粉细细划分，同样也是各有特色。

比如攸县米粉，据传起源于道教朝拜圣地——

攸县莲塘坳镇阳升观，距今已有 1000 多年历史。

攸县米粉于 2014 年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商标，一碗

鲜香的攸县烧汤粉，能让挑剔的食客吃到粉碗见

底，打着饱嗝满意离去。

茶陵人爱吃粉。《茶陵县志》就记载，当地的

副食有“糯米淀粉、粉丝、薯粉丝等”。茶陵人

把本地米粉称为“家粉”，当地米粉以手工制作

为主，有独特的家乡“柴火味”。

相比之下，醴陵的炒粉则更像是一道菜

肴，其最畅销的时候其实是晚餐时间。最正宗

的醴陵炒粉有几样必备的配料，包括豆芽、土

鸡蛋、本地小葱、醴陵玻璃椒制成的干辣椒粉

以及自炼猪油。

说起来各具风味，但最终都要落到主食

——米粉之上。

爱吃米粉的株洲人，一天能吃掉多少碗米

粉？

唐铁光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做米粉生意，

此前，他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株洲人平均每天

要吃掉 16 万斤左右的湿米粉，其中卖得最好的

是宽粉，一天超过 10 万斤。其他圆粉、

凉皮等加起来约 6万斤。

按照一斤湿米粉一般下三

碗米粉，估算下来，16 万斤

就能下 48万碗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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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米粉的传承

各地特色米粉随
“移民”涌入株洲

一碗米粉，唤醒的是味觉，蕴藏的是城市发展与变迁。

株洲作为“移民城市”，大家爱吃米粉的习俗是如何一步步形

成的？

在一些老株洲人的回忆里，最先在株洲卖米粉的店铺，招牌

上常有“长沙”这个前缀，表明这米粉是从长沙传过来的。

相关资料记载，解放以前，长沙的面馆其实比米粉店要多很多，

面食在战乱时期也更受老百姓青睐。

之所以后来米粉“反超”，也是因为上世纪 30 年代末到 40 年代初

的战乱，导致北方的小麦难以运入湖南，本地的米粉成了替代粮，延续

至今。

解放之后，商户恢复活跃，一些商户也会将在长沙卖得不错的

米粉，带到株洲拓展生意。

上世纪 50年代，位于解放街的同庆园酒楼，是当时株洲最大的

餐饮店，米粉是店里的招牌。此后，随着城市发展，周边市州的人

们前来株洲做生意，也将常德津市牛肉粉、振兴牛肉粉、长沙手

工米粉、桂林米粉等各地的特色米粉，带进株洲人的早餐生活

中。

一直到上世纪 80年代末，由于种种限制，本地的米粉经常

还是供不应求。黄满云就是那时起在株洲做米粉零售。她

还记得，当时每天早上约一个半小时，她的 100 多斤米粉就

能卖完。

株洲人一天吃掉
多少碗米粉？

海记米粉

店的老板娘黄

典香在准备米

粉码子。
记者/伍靖雯 摄

泗江饮食店换

了 新 址 ，但 依 旧 留

住了老味道。
记者/伍靖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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