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在市中心，要闹中取静，要有文艺范，要适合逛吃拍
照……在株洲，要找这样一处所在，坐标建设街道何家坳
社区、中心广场株百侧后方，就有。

这片由千金巷、文艺路、老武装部路、百纺路、唢呐巷
及社区内部街巷连接起来的文艺巷街区，被不少网友称为
“株洲年轻人的后花园”。

这里小店云集。网红潮牌、设计师饰品店、花店和古着
店，还有小而美的独立咖啡馆，以及摆了几十年的臭豆腐

摊……他们低调地待在居民楼下，见证着人来人往、时事
变迁。

这些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与繁华的中心商圈形成共
生共息的消费生态圈，不仅丰富了商业形态，提升了街区
魅力，也为老居民提供了更多元的消费体验。

即日起，株洲日报社推出《文艺巷“出圈记”》栏目。深
入文艺巷街区，通过文字和视频系列报道，更真实地展现
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变迁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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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石岭街道：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谢莹

11月15日，石峰区响石岭街道养老服

务中心，100 余名老年人在这里聚餐。饭

后，他们在多功能活动室，下棋、打牌、书

法、唱歌、跳舞、理疗……其乐融融。通过

政企合作，2019 年响石岭街道引进江苏

东方惠乐集团有限公司，全面打造立体

式养老服务体系，提供多元化、个性化养

老服务，4 年过去，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显著提高，实现“老有所养、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老有所养 打造养老服务“新阵地”

围绕石峰区“1+5+N+X”立体式智慧

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响石岭街道充分挖掘

现有公共服务资源，目前已建成 1 个街道

级养老服务中心，5 个社区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2个小区养老服务驿站。

“我一个人住，做饭成了难题，经常

来响石岭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吃中饭，这

里三菜一汤，味道可口，和很多老年朋友

一起，有说有笑，很开心！”张大爷竖起大

拇指说。

响石岭街道作为我市典型的老工业区

中的老城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人口

总数的23%，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辖区

内养老服务资源匮乏成为急需解决的一大

难题。如何引进社会力量，通过政企合作，把

养老的“包袱”变成老年“资源”？响石岭街道

一直在思考、探索。

2019年，该街道引进江苏东方惠乐集

团有限公司，养老服务需求对接更加精

准，服务项目内容更加专业丰富，解决了

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难题。

现在，该中心能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

料、文娱休闲、体育健身、健康照护、精神

慰藉等多层次、多元化、个性化的养老服

务，在切实服务孤寡、困难老人等弱势老

年群体的同时，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真正从原先“衙门

式”被动服务转变成“上门式”主动服务。

老有所学“银发学子”乐享晚年

“咚咚咚……”初冬的早晨有些许寒

冷，但走进该中心二楼的石峰区东方惠

乐老年大学教学点，温暖扑面而来，清脆

的节拍、欢快的节奏，非洲鼓课堂上，台

上授课老师教得认真负责，台下“银发学

生”学得聚精会神。

目前，该老年大学有 5 个教学点，共

有 18 个班，开设有声乐、模特、电子琴、舞

蹈绘画、太极拳、朗诵、非洲鼓等班级，学

员有近 1000 人。

“老年大学基本是公益性质，大部分

课程一学期才 100 元，主要用于老师的授

课费，不少老人报了好几门课程。”校长

左重阳介绍，今年秋季才开班，就获得广

大老年朋友的青睐。

刘春祥老人退休后，就在该老年大学

做管理工作。他说：“这里氛围很好，老年

人能学到自己喜欢的课程，也能交到许多

有共同爱好的朋友，让老年生活丰富多彩

起来。”

老有所为 托起幸福“夕阳红”

这些年来，响石岭街道不断凝聚老

干部、老党员的正能量，引导有号召力

和奉献精神的老党员、老职工参与小区

管理，为基层治理注入“银发力量”，真

正实现老有所为。

曾是问题小区的樱花地带小区，在

破解小区治理痛点和难点方面，老党员、

老职工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修配电

箱、修凉亭还是新建活动舞台，改善小区

环境，都有他们的身影。

昔 日“ 脏 乱 差 ”，变 成 如 今“ 洁 净

美”的海利新小区，老党员更是功不可

没 。“ 为 小 区 清 理 成 堆 的 垃 圾 时 ，有 一

栋 楼 的 护 坡 下 面 很 窄 ，只 够 一 人 侧 身

匍 匐 进 入 ，他 们 就 用 手 捧 着 垃 圾 装 入

袋中……”老党员王瑞香印象很深刻，

他们清理完垃圾出来后，全身淤泥，汗

流浃背。

为 有 效 整 合 辖 区 内 志 愿 者 服 务 资

源 ，响 石 岭 街 道 成 立“ 银 龄 先 锋 ”志 愿

者 服 务 队 伍 ，依 托 东 方 惠 乐“ 时 间 银

行 ”平 台 ，将 老 党 员 、老 职 工 等 有 话 语

权 、有 号 召 力 的 志 愿 者 纳 入“ 时 间 银

行”平台，通过参与志愿服务积攒获得

“ 时 间 币 ”，以“ 时 间 币 ”兑 换 产 品 、服

务，实现爱心循环。

15分钟养老服务圈 让老年人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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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区“发新芽”
创意与人气“双向奔赴”

99 月月 2828 日晚日晚，，文文

艺巷开街亮灯仪式艺巷开街亮灯仪式，，

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吸引众多游客打卡。。

记者记者//杨凌凌杨凌凌 摄摄

2023开源和信息消费大赛参赛企
业代表走进天元工业软件园

“这里的生态环境值得点赞”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谭昕吾 通讯员/何天明）
11 月 20 日下午，2023 开源和

信息消费大赛的参赛企业代

表株洲行座谈交流会在天元

工业软件园举行。来自市内

外 30多家参赛企业共话数智

化转型升级。

座谈会前，参赛企业的

代表们先走进天元工业软件

园，实地调研园区企业。天元

工业软件园作为湖南省首家

工业软件园，定位为国家工

业软件企业聚集区和工业软

件创新高地，鼓励本地优秀

智能制造业企业软件业务裂

变，吸引国内国外优秀软件

企业和人才团队，打造工业

软件应用创新引擎，培育以

“对标世界先进、服务国家产

业”为使命的工业软件生态。

当天到来的企业代表均

为自主报名参加，来自国网

（苏州）城市能源研究院的研

究员朱迪说：“苏州 2022年工

业总产值超过沪深，成为全

国第一。这次我了解到，在全

部 41 个工业行业大类中，株

洲有 37 个，超过了苏州的 35

个门类。有这样丰富的应用

场景，我们当然要来多看看

和交流。”

正 如 这 名 企 业 代 表 所

言，大家带着好奇与合作的

意愿，分享对数智化发展的

思考，以及工业软件在先进

制造领域的实践与洞察。

华为云（株洲）工业软件

工程应用创新中心刚刚落户

天元工业软件园不久，会上，

创新中心筹备组组长阳雄伟

抛砖引玉打开话匣子，他说，

株洲作为老工业城市，有着

丰富工业软件应用场景的好

基础；不少先进制造业企业

中，创新与工业软件人才更

以“千百计”，“既有工业基

础，还有高端人才，工业软件

在 这 里 大 多 服 务‘ 国 之 重

器’，因此，政府搭建的工业

软件园，作为平台服务更多

的中小企业，这里的生态环

境值得点赞。”

宁夏宏宇智创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家提供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自主开展软件开发

的创新型企业。会后，公司总

经理马红对株洲有了更深的

了解，她告诉记者，创业 4年，

她 的 团 队 从 7 人 壮 大 到 50

人。不断取得创新突破的过

程中，宁夏宏宇也在对外拓

展市场。她说：“今天这次参

观座谈，让我感受到株洲工

业软件发展的蓬勃生机，不

仅有知名的头部企业，对体

量小的中小企业也很友好，

我 们 会 多 多 关 注 和 了 解 株

洲。”

活动中，参赛企业代表

纷纷结合自己特色、未来发

展趋势，展开探讨 ；不少企

业还就数字化转型升级，助

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表达

与 株 洲 展 开 进 一 步 合 作 的

意愿。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杨 凌 凌 通 讯 员/周 乐）
今年以来，芦淞区将海绵城

市建设作为提升城市形象、

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抓手，

充分运用海绵城市“渗、滞、

蓄、净、用、排”的建设理念，

全力打造“会呼吸”的生态宜

居城市，完成了一批亮点项

目建设。

所谓“海绵城市”，就是

把城市地面建设成像海绵一

样，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

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

放”并加以利用。“海绵”既包

括河湖、池塘、湿地等自然空

间，也包括绿地、可渗透路

面、管网等城市配套设施，使

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

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

“弹性”。

航空广场位于航空大道

和枫溪大道交叉口东南侧，

因 608 所出入口的调整，航

空 广 场 整 体 需 结 合 公 司 出

入 道 路 进 行 重 新 规 划 调 整

和提质改造。为更好地提升

航空广场景观和品质，助力

企业发展，芦淞区住建局于

今年 8 月启动航空广场改造

项目建设。

项目总建设用地面积约

8076 平方米，绿化改造面积

约 6676 平方米，海绵城市建

设内容主要包括下沉式绿地

和透水、生态铺装，目前该项

目建设正在顺利推进，预计

本月底可以完工。

今年上半年改造完成的

庆云山庄小区，同样也蕴含

海绵城市的设计理念。

11 月 19 日，记者在庆云

山庄小区看到，雨水花园里

郁郁葱葱，阴凉惬意，花园底

下更是“大有乾坤”。结合海

绵城市理念改造后，这片地

就像会自由畅快地“呼吸”一

样，雨水汇入雨水花园，改变

传统快排模式，对源头雨水

进行有效控制，实现年径流

总量控制率 41.32%，小区的

整体环境和景观效果得到显

著改善。

庆云山庄小区住户刘琳

说：“以前这个路面上都有一

些积水，现在这个小区改造

以后把这个路面的水都引到

花丛中去了，路面的积水也

少了。”

海绵道路、海绵小区、海

绵公园……一个个海绵城市

建设项目正在大力推进。在

海绵化改造过程中，芦淞区

住建局以问题为导向，因地

制宜制定海绵化改造策略，

持续改善人居环境。

下一步，芦淞区将继续

坚持落实海绵理念，从项目

建设质量及全过程监管上持

续发力，保护和改善人居环

境，为美丽芦淞建设贡献新

的力量。

芦淞区全面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城市“会呼吸”生活更宜居

石峰区开展“智联慧智”系列活动

打通“最后一公里”
为轨道交通产业添动力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李逸峰 通讯员/周勍 黄
茜） 11 月 16 日，石峰区党

外知识分子联谊会走进联诚

集团株洲九方制动设备有限

公司，举行今年第三次“智联

慧智”系列活动。

本次活动邀请了中车株

所“冯江华工作室”、中车株

机“曾艳梅工作室”以及湖南

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钱

娜工作室”代表参加。座谈会

上，“九方制动”相关负责人

介 绍 了 公 司 的 车 辆 连 接 产

品、基础制动产品、通风过滤

产 品 发 展 现 状 及 存 在 的 困

惑。知联会及各工作室成员

深入现场，详细了解情况后，

分别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提出

了 极 具 针 对 性 的 建 议 和 对

策，包括产品的升级、拓展产

品 新 的 应 用 领 域 和 应 用 场

景，以及加强对外合作及专

业人才的培养等。

今年来，石峰区委统战

部紧扣全市统战工作“八件

实事”工作要求，立足轨道交

通产业发展，组织中车主机

企业及高职院校党外知识分

子，持续开展“智联慧智”“走

进 轨 道 交 通 配 套 中 小 微 企

业”系列活动，不断深化轨道

交通企业“大手牵小手”“纾

困帮扶中小微配套企业”工

作机制，打通轨道交通装备

制造业产业链的最后“一公

里”。目前，已成功将中车株

所“冯江华工作室”打造成驻

石央企统战领域金字招牌，

将中车株机“曾艳梅工作室”

打造成驻石央企统战领域新

典范，将湖南铁科院“钱娜工

作室”打造成石峰高职院校

统战领域新标杆。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谭昕吾 通
讯员/郭志芳） “楼下餐厅今天正式营

业，走，我请客。”11 月 20 日，家住天元区

泰山路街道铁路小区的娄静岩奶奶约上

闺蜜，下楼吃饭。原来，她家楼下，潇湘恒

泽铁西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正式启用。助老

餐厅以每顿 10 元和 12 元的标准，为居民

提供一荤两素一汤和两荤一素一汤的选

择。老年居民纷纷点赞，家门口功能齐全

的一站式养老服务中心，将成为周边老年

人的“网红打卡地”。

这里有日间休息室、棋牌室、音乐卡拉

OK厅、理疗康复室、助老餐厅，还通过智能

手环和呼叫中心关联，可以为辖区有需要

的老人提供助洁、助医、助行、助急等精准化

助老服务；此外，这里还开设老年人鞋店、老

年人食品店等特色服务，将其居家养老延

伸服务和造血式服务，与市场结合紧密。

77 岁的顾爷爷说：“老年人每顿吃不

了多少，只要荤素营养均衡，这种小碗菜

的形式很好。”自从下楼吃饭后，省去了老

伴每天下厨的麻烦，老两口顿顿能吃新鲜

菜，让他非常满意。

该中心负责人黄易葳介绍，老年食堂

采用适老化桌椅，可供 100人同时用餐，综

合性的服务能满足老人全天候的生活需

求；针对行动不便等特殊老人，则由志愿者

免费送餐，中心赠送志愿者“积分”，这种

“积分”可在该中心餐厅兑换就餐。

近年来，泰山路街道扎实推进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通过在不同社区设置养老服

务点位，积极构建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络。

该街道辖区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约有

2.1万人，占比总人口 13.55%，70岁以上有

7500余人，其中有空巢老人 106人、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老人201人……目前，街道的新

塘社区、谢家冲社区、泰西社区等均有日间

照料中心，亿都漫城和财富湘江小区里，也

以“物业+”模式，为居民开辟了长者食堂。

在综合考虑辖区老年人口基数大、高

龄老人比例高、老人的就餐需求、养老服

务半径等因素后，泰山路街道积极腾挪拓

展空间，以改建、整合等方式，率先在铁西

社区启用潇湘恒泽铁西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通过引进专业机构，为辖区老年人提

供文体活动、生活协助、心理疏导、日间照

料、健康理疗等综合性的社区养老服务，

为探索家门口的养老服务“打了个样”。

泰山路街道积极构建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络

“近”享助老餐 社区养老开启暮年新生活

①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杨凌凌

中秋期间，位于芦淞区建设街道的文艺巷开街，亮相便“红得发紫”，市民竞相打卡，老

街老巷，一时间被围得水泄不通。

当下，老街“出圈”离不开商文旅融合发展。株洲的老街承载着独特的温润记忆，如今

也随着城市的更新，探索各自的商业形态。文艺巷开街即火，背后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早在半个世纪前，文艺路和老武装部

路曾风光无限。说到家门口的历史，何家坳

社区的老居民冯磐石感触良多。

今年 83岁的冯磐石，在文艺路住了 50

多年了。老人回忆，现在株洲千金影城所在

位置，就是早年全市最大的电影院所在地，

电影院职工的宿舍区在影院后面。彼时，傍

晚时分，花鼓戏声、二胡声、歌唱声不时从

文艺路人家的窗户飘出来。

春风化雨润无声，一代又一代的艺术

家在这里将文艺事业薪火相传，使默默无

闻的小街渐渐刮起了艺术之风。1990 年，

在全市道路普查中，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

建设街道办工作人员多次深入文艺路实地

走访，发现此处文化场馆聚集，居民经常在

这条路上开展文艺活动，整条道路散发着

时代的文艺范，“文艺路”由此得名。

随着多年的发展，文艺路、老武装部

路、百纺路、唢呐巷等街巷逐渐形成“文艺

巷街区”。街区聚集了众多年轻创业者，至

今已有创意菜、咖啡、文创、花艺、宠物、服

饰等不同业态特色商铺 52家。

一条不长的老街，浓缩了整个株洲的

文艺情怀。拍照、闲逛、或者享受一个弥漫

咖啡香的下午茶，都是文青们在这里愿意

做的事。

文艺巷 名副其实

新故事 正在续写

9 月 28 日晚，一场别开生面的开街亮

灯仪式在文艺巷举办。在街区体验活动现

场，美食集市营造的夜间消费场所人头攒

动；街头互动演出、沉浸式演出，打破舞台

边界，让市民、游客、居民、商户都充分参与

到开街活动中。

纵观最近文艺巷火起来的店铺、打卡

点，并非尽是一些“高高在上”的品牌店，路

边“土生土长”的“株洲味道”“株洲记忆”开

办得“有滋有味”。各类新潮街巷和个性化

十足的“宝藏小店”吸引着大量文艺青年流

连忘返。

大多数店门口都放着小黑板，用粉笔字

写着自家产品宣传；尽管房子是老式建筑，

但门头挂着的招牌色调简约、颜色明快，潮

气十足；街区的生活节奏很慢，来“打卡”的

大多是 00 后……昨日，记者走访文艺巷看

到，新奇、好玩、包罗万象却又迥然不同的网

红新场景也越来越多。

如果说产业是支撑城市阔步前行的

“筋骨”，那么文化便是塑造城市健康形体

的“血肉”，若二者结合相得益彰，则城市尽

显灵动之美。今年以来，建设街道对文艺巷

启动提质微改造，新增了狗狗打卡墙、文化

展示、休闲体验等功能区，并开展绿化提

质、给排水和电气等基础设施提质，用艺术

化方式打造 IP，种种举措为文艺巷的人气

加了一团火。

“株洲是一座活跃且有创意的城市。”作

为第一批来到文艺巷创业的年轻人，社区咖

啡店“小麦咖啡”的主理人王璜觉得，株洲活

跃着很多有想法、有创意的年轻创业者，文

艺巷很多网红店铺大多是年轻老板，凭借与

同龄人一起崇尚的开放与个性，让老街在新

旧碰撞之间迸发出更闪亮的火花。

老城复兴，文化先行。文艺巷是古朴与
新意的见证，是传统与现代融合共存，也是
株洲特殊的文化符号。随着街区建设取得
阶段性进展，老街焕发出新的“活力”，或
许，我们可以给这片街区更多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