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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元区泰山路街道云里社区华苑小区居民反映，居

民楼内藏匿着校外培训机构。有人利用住房开设校外培

训机构，对外招收学生，每周七天无休，营业到晚上，学生

吵闹影响周边居民生活，要求取缔。

放学后及周末，居民楼内“上课忙”

华苑小区位于天元区泰山路与珠江南路交叉路口

处，马路对面有市教育局，附近有泰山小学、建宁实验小

学和建宁实验中学。

被投诉的“校外培训机构”位于华苑小区“华苑楼”

904室和 905室。

904 室和 905 室外无招牌悬挂，无公示栏、阳光栏等，

与普通住房无异。905 室门上贴着一张褪色明显、有“筑

梦托管 火热招生”字样的海报。海报商写着提供作业辅

导、营养膳食、巩固培优服务。上面留有“戴老师”和“汇

汇老师”的联系电话。

记者以学生家长身份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对方称，

提供学生托管服务，收费标准为 1200 元/月，托管时间从

放学后到晚上 9时。

小区物业人员和居民反映，该小区共有居民楼 10栋，

除了“华苑楼”，8栋、9栋居民楼内也存在类似的场所。每

到放学后、晚上 9 时左右及周末，有非本小区居民驾车进

入小区接送学生，多次因占道停车引发拥堵。还有的学

生调皮、吵闹，引起周边居民不满。

“这些机构还专门请了厨师给学生做饭。”一名女住

户告诉记者。经记者走访核实，以上居民反映属实，学生

们在居民楼内“上课”，“培训机构”还包晚餐。

两部门介入调查，约谈负责人

该小区居民楼藏匿“校外培训机构”现象，引起了相

关部门重视。

4 月 8 日，天元区教育局教育股校外培训监管中心的

工作人员前往华苑小区进行了调查，确认“华苑楼”904 室

和 905 室为托管机构，不属于培训机构，认为其主管单位

为市场监管部门。在调查 904 室和 905 室的同时，对旁边

的 902 室进行了复查，发现 902 室还存在违规开展校外培

训的现象，对负责人进行了约谈。

4月 10日，泰山路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接到

记者反映的情况后，对华苑小区“华苑楼”904 室和 905 室

进行了调查，确认办理了营业执照，为托管机构。

该托管机构名称为株洲市筑梦托管工作室，于 2022

年 5 月份在天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经营范围

含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服务、托育服务（不含幼儿园、托儿

所）、家政服务、教育咨询服务。

托管机构能否设在居民楼内？工作人员介绍，场所

符合“住改商”条件，是允许的。

居民认为不公开透明

“正规托管机构”被当做无证校外培训机构被举报。

有居民认为，是因为设在居民楼内的托管机构存在没有

亮招牌、没有亮证照；无阳光栏；出现扰民现象，监管方不

明等情况，以致让居民“误会”。

“既然是正规的场所，那就要做到公开透明，光明正

大。”有居民表示，居民楼内还有哪些地方开办有托管机

构，要“亮明身份”，公开透明。监管部门要监管到位，要

畅通社会公众投诉举报渠道，切实加强校外托管机构的

日常监督管理，“建议主管部门联合学校定期公示托管机

构白名单与黑名单。”

小区物业人员和居民希望，管理部门加强监管，能对

该小区内的校外托管机构进行一次摸排，确保监管不留

死角和盲区。

湘江风光带进入
飞絮期
敏感人群外出要“包裹”
自己，尽量避开中午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
勇跃） 市中心城区湘江风光带已进

入杨柳飞絮期，飞絮会持续半个月到

一 个 月 ，可 引 起 部 分 敏 感 人 群 过 敏 。

近日，市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其中

就有“花粉过敏”的防护：飞絮一般中

午最多，敏感人群尽量避开这个时间

段外出。

春季花粉过敏属于一种过敏反应

性疾病，一般表现为打喷嚏、流鼻涕、眼

睛痒、流泪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花

粉过敏的“元凶”往往不是颜色鲜艳的

观赏花，而是那些看起来不像会开花的

树木类、杂草类植物，比如三四月份最

常见的柳树、桦树、梧桐树等。

市疾控中心提醒：易过敏人士可适

当减少出门频率，出门时尽量长袖长

裤，佩戴口罩，必要时可佩戴护目镜。

皮肤沾上飞絮后，要及时清除。最好用

温水清洗，有助预防或减轻过敏症状。

随身携带过敏类药物，当皮肤出现

过敏症状时不要抓挠，轻轻拍打、冷敷、

涂止痒药可减轻症状，必要时可进行预

防性服药。外出返回后及时更换衣物，

减少花粉的影响。

藏身居民楼 这个托管机构正规吗？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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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住改商”的法律依据
住改商需要满足的条件：1. 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

理规约，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

2.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是指，本栋建筑物内的其他

业主，或者建筑区划内，本栋建筑物之外能证明其房屋

价值、生活质量受到或者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有利害

关系的业主。

3.“一致同意”须经所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全部同意，

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住改商”，应当作出明确的意思

表示，不能采用默示同意的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九条：业主

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

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

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

致同意。

相关链接

炎陵十万亩野生杜鹃绽放

炎陵县十万亩原生云锦杜鹃花海，久负盛名。每

到 4 月，杜鹃花海吸引着游客前来观看。该县境内杜

鹃花种类有 20 余种、面积近 10 万亩。其中，云上大院

景 区 有 2.6 万 亩 目 前 国 内 保 存 面 积 最 大 、最 完 整 的 连

片野生云锦杜鹃花林，花期将持续到 5 月底。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炎宣 摄影报道

场地2年免费！
市残联邀你来创业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何春
林） 目前，株洲市残疾人创业孵化基

地正在招募入驻企业，符合条件的创业

者可以申请入驻，并享受各种创业孵化

实惠政策。

此次招募对象主要是自强类和助

残类项目，其中企业入驻时成立时间不

得超过 24 个月。申请入驻的企业须满

足这些条件（任意一项均可）：企业法定

代表人为持有效残疾人证、正在创业或

有创业愿望的株洲市户籍残疾人。企

业法定代表人为在株洲市已注册公司

且带动本地残疾人就业的外市籍户残

疾人。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健全人，主创

团队中至少有 1名为株洲市籍残疾人股

东，且残疾人所占总资产份额（股权比

例）不得低于 51%。能够吸纳残疾人就

业，并确保入驻半年后残疾人就业者占

一定比例（最低 25%）的企业。

企业递交申请材料后，市残联将组

织专家集中评审，并择优选择不超过 6

家企业入驻。企业入驻后，基地将提供

2 年期免费办公场地、办公桌椅、电脑、

资料柜、网络水电等基本办公设施。与

此同时，基地为入驻企业提供工商代

办、法律咨询、财务顾问等服务。另外，

基地还将邀请创业导师，为入驻企业开

展“一企一策”业绩倍增赋能服务，为入

驻项目提供“一对一”个性化、精细化指

导。优秀孵化企业还可给予创投资金

支持。

此次申报截止时间为 4 月 15 日 18

时，申报者可关注“株洲残联”微信公众

号查询详细要求，并按要求提供材料。

联系电话：28687719、2868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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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统戏曲被线上直播

在市戏剧传承中心，像刘宇一样的年轻人还有
很多。在花鼓戏的练功室内，你能看到一群活力满
满的年轻人，“00后”的刘萌也是其中之一，以前读
书时她是学舞蹈的，后来因为身段比较好，被市戏剧
传承中心的戏曲老师选中，开始学习戏曲，如今是市
戏剧传承中心一名花鼓戏旦角演员。

2022年10月，看好线上直播方式的肖鸿斌决心
成立融媒体中心，计划把院团线下表演项目搬到线上。

“从开播到现在，我们直播戏曲 30场。最高在
线观看次数超50万人次。”在肖鸿斌看来，一场线上

面临的观众是几十万，甚至更多。这样大的流量是
线下难以碰及的高度，能扩大市戏剧传承中心的传
播力，还能提高传统戏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担当直播主力军的便是这群“90 后”和“00
后”。市戏剧传承中心主任肖鸿斌介绍，目前整个中
心有 200多位演员，其中“90后”和“00后”占据了
40%以上。

这些年轻人敢想敢创新，紧跟热点，通过直播平
台推广传统戏剧知识，让观众在欣赏戏剧的同时，也
了解戏剧的起源、发展、表演技巧等方面的知识，让

传统艺术在新媒体平台上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而这些年轻演员个人账号的评论区不乏“90后”“00
后”戏迷，带动了一大批花鼓戏的新戏迷。

如今，走进市戏剧传承中心，可以看到很多前来
研学的小学生。他们一招一式地学习唱花鼓戏，了
解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希
望。”肖鸿斌说。

“05后”老生刘宇接棒花鼓戏传承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温琳

你能想象一名平时颇为社恐的“05后”，跟陌生人打招呼都要犹豫很久，到了单位却变“社牛”，尤其是换上花鼓戏的老生戏服，让他
“秒切人格”，立马变得自信满满，他还特别喜欢整活，“科目三”都能被他融入《刘海砍樵》桥段中。

他是市戏剧传承中心最年轻的戏曲演员，他叫刘宇。

今年刚满 18 岁的刘宇，是一名标准的“05
后”，说起自己学戏曲的经历，他坦言“是被父母骗
去学的”。刘宇出生花鼓戏世家，从小跟着父母跑
场子，自小觉得戏曲“很无聊”。长大后的刘宇，偶
像是陶喆、周杰伦，有一个当歌星的梦。

当父母要他去长沙的公办艺术院校读书，他以为
去学音乐，开开心心地就去了，结果上第一节课，老师

教的竟然是《刘海砍樵》，他人都懵了，“我可能是全班
唯一一个到了上课才知道自己学什么专业的学生。”

“当时，我很无奈。”不过，来都来了，刘宇开始
了他的戏曲生涯。戏曲的表演形式很多，有唱、念、
做、打，在学戏的过程中，他见识到了“高山”，也感
受到了戏曲的魅力。“教我的老师唱腔非常绝，翻跟
头也特别帅。”讲到这里，刘宇满是对老师的敬重和

佩服，“我的老师们是特别厉害的老艺术家，不会说
甜言蜜语，用实际行动教你。”这也让刘宇慢慢喜欢
上花鼓戏。

更让刘宇有学戏动力的是，他和朋友出去玩，
每当向其他人介绍自己是“唱戏的”时，旁边总会投
来钦羡的目光，“感觉身上有了明星光环”，也让他
觉得“这条路走对了”。

被“骗”着学花鼓戏，渐渐收获热爱

别看刘宇是个“05后”，是市戏剧传承中心里年
纪最小的演员，排练、演出时却要身穿常服，戴上美
髯长须，18岁的稚嫩少年要演绎一名老生，饰演的
角色年纪有30岁至70岁的跨度，反差感十足，也给
刘宇带来不小的挑战。

“明明正是青春风华，心却要变沧桑。”这让刘宇
颇为无奈，为了练习老人的体态和自然弯腰的状态，
平时只能背着同学练习，“否则会被他们笑死。”

“我也想演武生。”奈何，条件不允许，戏曲很吃先
天条件，刘宇因声线、身段等特点，只能演老生，有时候
上台演得“又尴尬又想笑，特想挖坑把自己埋起来。”

一名花鼓戏演员是需要时光来沉淀演技的，尤
其是作为老生，台上的一言一行，都要让人看到沧
桑。这个沉淀过程对于刘宇而言十分枯燥，不仅需
要他面对枯燥的“基本功”，每天先要压 40分钟的
腿，然后练唱、做、念、舞，还要他感受年岁渐长、年华

逝去。
不知不觉，花鼓戏在刘宇的生活留下许多烙印，

时光好似在戏台上打了个结，把老生和新人颤颤巍
巍地扭在了一起。7年的时光，曾经的刻板印象已烟
消云散，如今的刘宇初出校园仍显得稚嫩，正如他的
微信签名自称的“戏曲小学生”，不过谈起对花鼓戏
的理解，他说得诚恳，“这是一门艺术，有一辈子都学
不完的知识。”

“05后”小伙扮老生，反差感十足

直播间演绎“科目三”版《刘海砍樵》

在市戏剧传承中心，刘宇不仅要出现在戏台
上，也要会在直播间“耍宝”。毕竟，约 6寸的手机
屏幕，连接着直播间的四方小天地和广阔的戏曲
世界。

排练、演出之外，市戏剧传承中心一楼还搭建了
一个直播间。“周一歌舞专场、周三花鼓戏专场、周五
乐器专场。”刘宇会在每周三10时至12时开直播，
他和搭档表演准备好的戏目，表演最多的便是《刘海
砍樵》，“这最经典，大家的认知度也最高。”

站在舞台，刘宇满是敬畏，站在镜头前，这个
“05后”却开始整活儿。3个月前，身穿戏服、手握
麦克风的刘宇站在镜头前，和搭档将“科目三”丝
滑的小连招儿舞蹈融入《刘海砍樵》桥段中，这条
极具反差感的视频备受关注，不少网友留言：“花
鼓戏终究是被 00后闯进去了。”当然，刘宇也试着
把R&B等元素融入花鼓戏中，但大多数时候效果
不是很好，他也就放弃了。“我还是挺守旧的。”他
开玩笑说。

“登台唱戏面对着观众，和对着手机唱差别挺大
的。”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刘宇喜欢刷短视频、看直
播，自己成为主角时却有些生疏，好在直播时特别欢
乐，每次他都会笑场好几次。

对于直播，刘宇也很敬重，毕竟他也是一名花鼓
戏演员，是一名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大家听我唱花
鼓戏，一听就知道这是湖南声音。”刘宇说，观看他直
播的要么是年轻人要么在外省的湖南人，他只有努
力练习好唱功，才对得起喜欢他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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