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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达影城（4月16日） （开奖日期：2024年4月15日）开奖

芦淞区钟鼓岭七星潮流购物公园
五楼（株洲书城对面）

订票热线：28106878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晚上营业到凌晨 2 时左右，肆无忌惮地大声

喧哗吵得周边居民无法睡觉！”近日，有天元区

嵩山路街道韶溪社区居民反映，位于庐山春天

路与大拇指路交叉路口处，有酒馆和夜宵店存

在扰民现象。

4 月 13 日凌晨 1 时左右，记者前往现场

对居民投诉的情况进行核实。路口为“T”字

路口，为 3 个居民小区的交界处。在路口处

的“破壳烧烤”店、“炭火大排档”店、“炭火先

生”店前，不少年轻人围着桌子在吃夜宵。“野

马 ”酒 馆 内 播 放 的 音 乐 在 人 行 道 上 清 晰 可

闻。夜宵店路段，有车辆占道停放，有路过车

辆鸣笛。

小区居民出示的回复信息显示，2022 年 6

月份，嵩山路街道办事处安排街道城管中队

执法人员对临街商户深夜扰民问题进行过调

查处置，责令商户在营业时间内劝导顾客不

要大声喧哗，不影响他人。回复信息称，将对

该区域强化日常巡查，加大管理力度，防止问

题反弹。

“扰民问题已经持续很长时间，随着气温

回升，吃夜宵现象又会多起来。”小区居民希望，

管理部门进一步加强监管，引导“地摊经济”文

明有序发展，要“烟火气息”，不要“扰民”；临街

商户文明经营，尊重周边居民的生活权益，在

深夜时段，避免大声喧哗、放音乐等现象。

店家凌晨喧哗，住户很烦
精神残疾患者发病打人
之后……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侯颖）
“宋某光发病了，在医院打伤好几个人，你们快来……”近

日，石峰区响石岭街道杨古老社区党委书记、网格长王文

华接到株洲北雅医院护士长的电话。

宋某光是杨古老社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今年 59 岁，

精神残疾二级，无儿无女，住在株洲北雅医院内科，不知何

原因，突然精神病发，情绪激动，动手打人。

杨古老社区立即启动联动机制，联系响石岭派出所、

石峰区民政局等相关人员赶往现场，民警疏散周围群众，

并安抚宋某光的情绪。

为了让宋某光得到及时救治，杨古老社区积极协调相

关部门，最终将宋某光送到株洲市三医院治疗。到达医院

后，网格员又协助宋某光办理入院手续，并陪同进行各项

检查。

目前，宋某光已在株洲市三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

定。王文华说：“社区始终把居民的安危放在心上，后续会

继续关注精神残疾患者，并做好救治救助工作，防止肇事

肇祸发生，营造安全的社会氛围。”

提存期间，货物被毁
买方卖方谁担责？

赵先生与吴先生签订买卖合同并支付了价款。合同

约定由赵先生购买吴先生手上的一件货物，并约定了交货

时间。吴先生将货物备好并且安排专车运送至赵先生的

指定交货地点。但赵先生因为突发事件出国，吴先生未能

联系上赵先生。吴先生遂将该物品提存并发电子邮件通

知赵先生。不料，提存的货物意外毁损。回国后的赵先生

联系上吴先生，要求吴先生退还其所支付的价款。双方因

此发生争议。

聂律师认为：
《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三条 标的物提存后，毁损、灭

失的风险由债权人承担。提存期间，标的物的孳息归债权

人所有。提存费用由债权人负担。

提存，是指由于法律规定的原因导致债务人难以向债

权人履行债务时，债务人将标的物交给提存部门而代替债

务履行的制度。本案中，因无法直接交货，吴先生将赵先

生所购买的货物提存之后，即视为已向赵先生履行交货义

务。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依法应由赵先生承担。因此，

吴先生无需向赵先生退还货款。

扫二维码，关注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聂炜律师团队公

众号。

每天在线及时为您提供

法律咨询。

聂 炜 律 师（执 业 证 号 ：

14302200110167458）电 话 ：

13973309857

张 倩 律 师（执 业 证 号 ：

14302201211264263）电 话 ：

18273396450

律师事务所地址：株洲
市天元区庐山路323号明峰
银座1栋1402

“ 疏 散 通 道 和 安 全 出 口

一定要保持畅通，消防设施

要 定 期 检 查 ，保 持 完 好 有

效。”近日，湖南铁道职业技

术学院，石峰区消防救援大

队联合辖区派出所 、教育部

门开展专项检查行动，针对

学生宿舍用电不规范 、疏散

通道堵塞等隐患提出整改意

见，要求学校定期开展隐患

自查自纠活动，推动校园消

防安全隐患“清零”。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马文章
通讯员/易先进 摄影报道

进校园“揪”火患

“有趣，好玩，全程有人陪

同，很温馨。”4 月 13 日，我市

30 名残疾人走进湖南工业大

学开展无障碍体验日活动，感

受传统文化魅力。

当 天 ，参 加 活 动 的 残 疾

人被爱心专车送至校园，随

后 ，在 志 愿 者 引 导 下 ，他 们

参 观 校 园 ，学 习“ 蜡 染 ”、植

物 拓 染 等 传 统 工 艺 。 大 家

分工合作，将一块块洁白布

料 ，通 过 画 、染 等 ，变 成 了

一幅幅漂亮的工艺品。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何春林
通讯员/凌光岚 摄影报道

残疾人进高校体验

13 日凌晨 1 时左右，夜宵店前，不少市民在吃

夜宵。 记者/刘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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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 24小时，我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今年 5 月将开展第

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采集居民在一段特定时间

内的活动信息。

株洲市民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连日来，记者

采访了一些市民，看看他们是怎么安排利用时间，一

天主要做些什么事？

职场上的“斜杠青年”增多
忙于工作和充电

“每天泡在瑜伽馆里 14 个小时，私教课、小课、

大课……都是无缝衔接上课。下班就回家，醒来就

上班。”这是 90 后瑜伽馆主理人谭雪晶每天的时间

安排。

由于瑜伽馆内有 500 多会员，合理安排时间、利

用时间，对谭雪晶来说格外重要。

她每天最早的课是早上 7 时，最晚的课是 8 时 40

分结束，回到家 9 时左右。“带两只狗狗在楼下遛弯，

回到家洗漱完就 10 时 30 分了，第二天早上 5 时 30 分

起床。”时间对谭雪晶来说是最宝贵的，“每天几乎全

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几乎没有社交、饭局，没有什么

可以阻挡我休息睡觉。”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谭雪晶只是比较善于利用时间。“除了保证给会

员上课，自己的训练也不能忽视。”谭雪晶告诉记者，

若下午没有私教课预约，即便只有 2 小时，也会安排

自己进行训练。如果下午都约满了，就会在早上提

前起床开始训练。

记者近日随机采访了一些职场人士，大部分人

一天的工作时间基本都超过 8小时。

“上午 8时 30分上班，下午 6时下班，除去中午吃

饭休息的时间，正常也得工作七八个小时，这还不算

加班。不仅是我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差不多都是

这个状态。”在某保险公司担任业务员的小涵说，她

有一个记事本，前一天就会大致做好第二天的安排，

就能合理利用时间。

社会转型与技术进步推动当代人时间观念的改

变，除了忙于工作、增收，一天 24 小时不再是公司与

家的“两点一线”，享受多重生活的“斜杠青年”不断

出现。

谭雪晶每年会给自己安排 3 次“充电”。“只有不

断提升自己，走出去学习，不断补充能量，才会不断

进步。”谭雪晶说。

事实上，当代快节奏的生活中，不少职场人士都

会花更多时间提升自己。

白天在咖啡馆当咖啡师的小黄，下班后在网上

学习英语，每周三次，每次两个小时。他说：“白天上

班，晚上学艺，正能量‘充电’让我在闲暇时间也过得

很充实。”

老人的一天可以很丰富

接送孩子+做饭+做家务……在大部分人印象

中，这些工作占用了老人绝大部分的时间。

难道老年人就没有闲暇时间追求更高品质的精

神生活吗？

其实不然，在株洲，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已蔚然

成风。

阳老师退休后，除了帮忙接送孙女，还利用闲暇

时间加入了老年大学，重拾年轻时的爱好，弹钢琴、

健身舞蹈。

“我和小孩们住同一个小区，不同栋，方便互

相照应，又保留了各自的空间。”阳老师向记者分

享自己忙碌的一天：早上 6 时 30 分起床准备早餐，

7 时 30 分送孙女上学，回来的路上买菜，然后 10 时

和 小 姐 妹 们 一 起 跳 舞 。 下 午 在 家 跟 着 网 课 学 烘

焙，有时间还会弹一会钢琴，大概 5 时准备去接孙

女回家。

“既帮到了子女，也充分享受了退休生活的乐

趣。”阳老师很享受自己丰富多彩的老龄生活，也很

有成就感，“自从我上了烘焙课，小孩吃的饼干、甜

点，都是我做的，甚至还会给家人制作生日蛋糕，大

家都很喜欢。”

伴随着通信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个人通信设备的

普及，互联网的使用已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方

式之一，交通、日常消费、社会交往等均越来越依赖

互联网。

60 多岁的阳老师也不落后，加入网购行列，“衣

服、生活用品，基本上都会选择在网上购买。”

如今，上网已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网络的应用

持续向中高龄人群渗透。最新的《中国互联网发展

状况统计调查》显示，截至 2018 年底，40 至 49 岁中年

网民群体占比由 2017 年底的 13.2%扩大至 15.6%，50

岁及以上的网民比例由 2017 年底的 10.5%提升至

12.5%。

一个三年级小学生的一周安排

“虽然女儿才上三年级，但这三年她不轻松，我

也累。”全职妈妈小鹏回想起女儿小敏快乐的幼儿园

时光，不禁感叹。

翻开小敏的一周日历看看吧。周一到周五，小
敏很自觉地切换到上学模式，每天早上 7 时，不用大
人喊就起床了。7 时 45 分准时到校。下午回到家，
也没有时间玩耍，开始写作业。

“除了完成学校的作业，还要读读课外书，做一些
数学试题。”小鹏告诉记者，由于小敏做作业比较慢，
通常完成学校的作业就已经快晚上9时了，再看看书，
做点其他的，通常要到晚上10时30分才能上床睡觉。

周末，为了能给小敏留一天完整的快乐玩耍时
间，尊重她的意愿，从二年级开始，小鹏把女儿写字
班画画班游泳班全砍掉了，周六时光完全由她支配。

“但是，别忘了还有周五老师布置的周末作业。”
小鹏说，虽然学校一直在给孩子减负，但周末作业加
起来还是不少，通常周六都要写作业。而周日下午
保留了小敏最喜欢的跳舞课，如此一来，周末只剩下
半天娱乐活动时间。

“其实，相对其他孩子来说，我家小敏的日子已
经算是轻松的了。”小鹏说，据其了解，孩子班里不少
同学报了各种体育、才艺培训班，有的小朋友周一到
周五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上各种班，大人孩子一起
奔波成了常态。

“真的不想让孩子这么累！”虽然爸爸妈妈们嘴
上都这么说，但受环境影响心态难免焦虑。小鹏无
奈地说：“一边想给孩子多些玩耍的时间度过无忧无

虑的童年，一边又不得不面对学业竞争的压力，要她

多学点。在纠结、抵抗与妥协中，三年多不知不觉就

过去了。”

一天24小时，你充分利用了吗
——株洲人日常时间分配调查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芳

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
调查结果

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8 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

报，“数说”了居民在一天的活动中，个人生理必需

活动、有酬劳动、无酬劳动、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学

习培训、交通活动等 6类活动用时的平均状况。

调查显示，居民在一天的活动中，个人生理必

需活动平均用时 11 小时 53 分钟，占全天的 49.5%；

有酬劳动平均用时 4 小时 24 分钟，占 18.3%；无酬劳

动平均用时 2 小时 42 分钟，占 11.3%；个人自由支配

活动平均用时 3 小时 56 分钟，占 16.4%；学习培训平

均用时 27 分钟，占 1.9%；交通活动平均用时 38 分

钟，占 2.7%。

第三次时间利用
调查将如何开展？

根据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工

作总体安排，2024 年 2-4 月为调查准备

阶段，主要是选聘培训调查员，研发部

署调查软件等；2024 年 5 月至年底为调

查组织实施阶段，主要是开展现场调

查，审核、汇总并发布调查主要数据；

2024 年年底至 2025 年为调查资料开发

应用阶段，主要是编辑出版调查资料，

开展研究分析等。

现场调查时间则为 5 月 11 日—5 月

31日。

第三次时间
利用调查新变化

1.调查范围首次拓展至 31个省（区、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使用统一抽样方法抽选 3.85 万个城

乡居民家庭参与调查。

2.调查对象为 6周岁及以上常住成员。前两次

调查对象为抽中调查户内 15 周岁及以上常住成

员。此次更加关注少年儿童的生活状况和时间利

用情况。

3. 时间利用活动分类更加细化。更加精准细

致地反映居民在工作、学习、生活、出行、养老、就

医、文体活动参与等方面的情况和期盼，有助于更

加全面了解居民的生活福祉。

记事本上记满了每日安排，以此来合理利用时间。记者/刘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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