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6月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朱朝阳 美术编辑/言 岚 校对/袁一平本土04

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4年 5月 15日召开

的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

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500700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00 元人民币

现金。

二、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2024

年 6月 12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 6月 13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1. 已确权股东：截

止 2024年 6月 12日下午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2. 由公司证券投资部登

记在册的未确权股东。

四、权益分派办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北京分

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24 年 6 月 13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

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2. 待确认

股份由本公司自行派发现金红利。

五、联系方式：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建设中

路 2号 联系人：欧阳霞

电话：0731-28258013

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6月7日

端午安康，健康顺意。为全

力保障患者就医需要，积极践行

卓越服务理念，株洲恺德心血管

病医院在端午三天小长假期间

将开展无假日医疗服务活动，为

大众健康护航。

1.门诊无假日。医院内外科

专家门诊在端午假期期间每天

上午 8:00 至 12:00，公益接诊。同

时，普通门诊每天正常开放。

2. 检查、手术无假日。放射

科、检验科、超声医学科等医技

科室均正常开放，患者手术及相

关治疗正常进行。

3. 端午到、香包俏。按照端

午节传统习俗，端午节除了赛龙

舟、吃粽子、插艾草外，佩戴香包

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为此恺

德门诊部在端午节当天上午（6

月 10 日）准备了 100 余个公益香

包送给就诊群众，共庆佳节。

据 了 解 ，株 洲 恺 德 心 血 管

病医院在端午小长假期间在医

护人员安排、设备信息、食堂后

勤保障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部

署 ，确 保“ 无 假 日 医 疗 ”服 务 的

各 科 专 家 不 缺 位 、各 项 检 查 不

缺失、各个部门不脱节，切实为

广 大 患 者 提 供 高 质 量 、高 效 率

的 医 疗 服 务 ，护 佑 株 洲 人 民 生

命健康安全。

（通讯员/黎婕妤）

端午安康
恺德“无假日医疗”健康护航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通讯员/彭碧莹）
“我来献血。”6 月 5 日上午 10 时左右，市中心医院日间手术中

心，一名白血病患者病情加重，急需输血救治。危急时刻，主

治医师杨奕夫主动联系市中心血站提出为患者献血。当天，

血站紧急调配血液，为治疗争取了宝贵时间。

“血小板异常，只有正常值的十分之一，值越低，存在内出

血的风险越大。”杨奕夫回忆，6 月 5 日上午，白血病患者罗先

生被送到医院时，病情严重，急需输血救治。当时罗先生身边

仅有一名家属陪同。杨奕夫果断作出献血的决定，帮助罗先

生解“燃眉之急”。5 日当天，市中心血站从血库紧急为罗先

生调配血液。经过紧急救治，罗先生病情有所好转。

6 月 6 日早上 8 时左右，杨奕夫来到市中心血站完成了捐

献。“献血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也是我身体良好的一个证明。”

杨奕夫称，他曾有嚼槟榔的习惯，一度因肝功能异常，参加无

偿献血遭拒，后来戒了槟榔。去年，他肝功能恢复了正常，可

以参加无偿献血了。此次是他首次献血。

“以后，献血这个事情，我会多做。”杨奕夫说。

杨奕夫在市中心血站献血。 记者/刘平 摄

患者急需输血救治
主治医生撸袖献血

端午假期，株洲西站
加开34趟动车组列车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 萍 通
讯员/包卫华） 记者从株洲西站获悉，2024 年

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 6 月 7 日至 11 日，共

计 5天，实行高峰图运行。

今年端午假期学生流、商务流、旅游流、探

亲流交织叠加，呈现前期分散、后期高度集中的

特点，中短途客流占比较大。假期与高考日期

重合，节前客流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假期最后

一天为端午节，客流将出现集中返程高峰。节

前出行热门方向为省内的长沙、衡阳、邵阳、怀

化、永州以及省外的广州、深圳、武汉、南昌、上

海等热门地区。

根据预测，端午假期广铁集团预计发送旅

客 1020 万人次（日均 204 万人次），较 2023 年增

加 22.4 万人次，增长 2.2%，最高峰日（6 月 8 日）

预计发送 245 万人次，较 2023 年增加 5.8 万人

次，增长 2.4%。其中，湖南省内长沙南站管辖

的 18 个高铁站预计发送旅客 164 万人次（日均

32.8 万人次），同比 2023 年增加 3.6 万人次，增

幅 2.3%。为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积极应对

假期客流高峰，株洲西站实行高峰线运行，并根

据客票预售及候补情况适时增开临客列车，提

升运能。

截至目前，株洲西预计增开动车组列车 34

列（如图）。具体增开列车时间、车次以铁路

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为准。

端午情浓
粽飘香

6 月 5 日，30 多位残疾朋

友和石峰区残联工作人员、

盛康志愿者一起包粽子。现

场欢声笑语、粽香四溢，残疾

朋友们互帮互助，增进交流，

融入社会，共同体验传统节

日的氛围和乐趣。

通讯员/李淼 摄

乡村萌娃
花样迎端午

6月6日，天元区雷打石镇砖桥村在

雷打石中心幼儿园，开展“巧做香囊祈

福，绘就端午安康”志愿服务活动。萌

娃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动手做香囊，只

见他们将中草药倒入香囊并压紧压实

后封口，点缀上各色流苏，很快，一个个

造型精美的香囊就出炉了。小朋友们

还把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端午习

俗画下来，感受到浓浓的端午氛围。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楚思颖 摄

2024年端午假期株洲西站增开列车方案
开行日期

6月7日

6月8日

6月9日

6月10日

6月11日

车次

G9638

G9640

G6129

G6130

G9536

G6109

G6104

G4901

G9640

G6129

G6130

G9646

G6109

G6104

G9640

G6129

G6130

G6109

G6104

G9638

G9640

G6129

G6130

G9716

G9546

G4555

G6109

G6104

G9621

G9640

G6129

G6130

G6109

G6104

运行区间

广州南-岳阳东

广州南-岳阳东

长沙南-广州南

广州南-长沙南

深圳北-长沙南

长沙南-广州南

深圳北-长沙南

南昌西-广州南

广州南-岳阳东

长沙南-广州南

广州南-长沙南

深圳北-长沙南

长沙南-广州南

深圳北-长沙南

广州南-岳阳东

长沙南-广州南

广州南-长沙南

长沙南-广州南

深圳北-长沙南

广州南-岳阳东

广州南-岳阳东

长沙南-广州南

广州南-长沙南

深圳北-岳阳东

深圳北-长沙南

武汉-广州南

长沙南-广州南

深圳北-长沙南

株洲西-深圳北

冠州难-岳阳东

长沙南-广州南

广州南-长沙南

长沙南-广州南

深圳北-长沙南

到达时间

23:27

08:28

21:20

20:18

23:53

07:25

17:46

21:40

08:28

21:20

20:18

08:41

07:25

17:46

08:28

20:20

20:18

07:25

17:46

23:27

08:28

21:20

20:18

21:37

08:41

21:30

07:25

17:46

始发

08:28

21:20

20:18

07:25

17:46

开车时间

23:33

08:30

21:26

20:20

23:55

07:27

17:48

21:26

08:30

21:26

20:20

08:43

07:27

17:48

08:30

21:26

20:20

07:27

17:48

23:33

08:30

21:26

20:20

21:43

08:43

21:32

07:27

17:48

22:50

08：30

21:26

20:20

07:27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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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融资，金融助力株洲菜走出去

眼下正是藕尖上市的季节，龙

凤村种植基地的田埂上，十余名当

地农户正在清洗装箱。与市场上细

长白嫩的藕尖不同的是，龙凤村藕

尖普遍仅 20厘米长。

尽管卖相并不好看，但端上餐

桌的那口鲜味却狠狠地抓住了食客

的胃，堂食之后纷纷提出采购要求。

响应顾客需求，今年，“老灶台”

扩大藕田种植面积，上线直播团队，

用镜头搭建起基地与顾客的桥梁。

这不，一面是农人们的忙碌采

收，一面是新农人的拍摄和讲解，组

成了新的乡村振兴协奏曲。

直播卖农货早已不是什么新鲜

事，这么晚入场，你拿什么拼？记者

直白地问。

“我们不卖便宜货，不刻意打造

人设，更不会有‘翻车’事件。”肖将

来的回答也直截了当。

和高度发达的餐饮一样，直播

电商的发展，为农特产出村进城开

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然而，激烈

竞争下，随着一个个网红的“翻车”

和食品安全等系列问题不断涌现，

农特产品的“农”和“特”的特质正在

逐渐消失，新一轮对“自然生长、家

常味道”的追寻再次出发。

肖将来的直播卖货，回应的正

是这一新的追寻。

为真正还原农家的味道，除基

地直供确保源头不变样，“老灶台”

还在株洲建立菜品研发基地，向深

圳输送流着本土血液、有着本土味

蕾、传承本土技艺的厨师。

“这菜都是阿姨炒的，没深圳精

致，味道一样的。”采访日的午餐，肖

将来邀请记者一行品鉴株洲“老灶

台”。在芦淞区南环路边上的“老灶

台”餐饮店，是深圳的研发总部，更

是加工总部。

“培养一批就到深圳去了，这里

没有正儿八经的厨师。”肖将来进一

步解释道。

随着“老灶台”在深圳的走红，

今年，种养殖基地、加工车间等都要

相应扩大，以满足线上线下旺盛的

需求，资金问题如何解决？

在市工商联牵线搭桥下，”老灶

台“这一种植到餐饮的一二三产闭

环发展的模式被株洲市农村商业银

行所青睐，通过多次前往深圳和基

地调研，去年融资 200 万后，今年 4

月，再次为其融资 1000万元。

肖将来摘下黄瓜分给采访记者尝味。 记者/成姣兰 摄

农户在清洗藕尖并打包。 记者/成姣兰 摄

“老灶台”：火爆深圳的株洲味道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成姣兰 通讯员/李欣汝

田地中，新媒体团队拍摄忙，带着泥土气息的蔬果，向外传递着“老灶台”健康绿色食材的魅力。

田埂上，十余农人清洗忙，鲜白的藕尖整整齐齐装箱，送往旁边的冷链车上等待出发。

大棚里，辣椒茄子开花忙，新鲜辣椒一日一个样，急不可待地向缺席半年的餐桌“奔去”。

1000 余亩果蔬种植基地，十几口山塘，存栏两万羽的鸡场，自家工厂制作的腌菜、腊制品……组成了株洲

菜的原料库。在餐饮竞争白热化的当下，投资界老将肖将来无意间闯入餐饮行业，以株洲基地+深圳餐饮的

模式，在深圳树立了株洲菜新品牌“老灶台”。短短 4年间开店 12家，今年还将预计新增 6家。

一边出苗一边生长的苋菜基地。 记者/成姣兰 摄

24小时，株洲菜端上深圳餐桌

“给，可以直接吃的。”肖将来钻

进大棚采下几根黄瓜递给采访记者

一行，自己去蒂擦一擦，直接吃起来。

瞬 间 ，空 气 中 弥 漫 着 黄 瓜 的 清

香，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 是 肖 将 来 第 一 次 尝 试 大 棚 。

除黄瓜外，辣椒、茄子、苋菜、小白菜

等一应菜品抢先上市。不到十公分

高的鲜嫩苋菜装满一筐又一筐，紧接

着被搬进田埂旁的冷链车，等待下午

统一发往深圳。

头日采摘，下午发深圳，凌晨三

四点再由小冷链车发往各个饭店，24

小时内，株洲产果蔬完成从田间到餐

桌的旅程。

原汁原味，是“老灶台”的卖点和

爆点。这一思路的出现，完全出于偶

然。

2019 年，尚在投资领域风生水起

的肖将来在湘潭一农家乐吃饭，被其

原汁原味的农家菜所征服。当即与

农家乐老板陈伟商量，由肖将来出

资，陈伟负责菜品供应。就这样，肖

将来从老家挖了几个厨师，在深圳做

起了第一家“老灶台”。

“最开始我们都是柴火炒，原本

只为自己和客户有一个吃饭的地方，

所有菜品都按自家吃的标准在做，谁

知道生意越来越好。”肖将来坦言，无

心插柳柳成荫，靠着陈伟在湘潭的

200 余亩种植基地，“老灶台”在深圳

生根发芽。
1000余亩种植基地，撑起10余个“老灶台”

2021 年，高档湘菜馆“老灶台”已

在深圳打出一番天地，投资人的敏锐

嗅觉让肖将来看准了深圳的餐饮消费

市场，这一年，他投资“虾一跳”“超鲜”

等株洲餐饮品牌打入深圳市场，在深

圳掀起了一股湘味风。

集聚效应进一步打开了深圳高档

湘菜市场，还要继续扩店，基地必须扩

大。

这时，肖将来将目光转向家乡渌

口区朱亭镇龙凤村。

“村里原本流转了一批土地，相继

种过牧草、黄麻，都没找到出路。”肖将

来心想，不如带乡亲们一起种菜、养殖

鱼虾，不仅盘活了土地，乡亲们还能在

家门口就业。说干就干，肖将来相继

从村集体流转土地 1000 余亩，一个支

撑 10 余个“老灶台”的大菜园子，出现

在渌口区。

土地盘活了，乡村活起来。这两

年，肖将来相继修好了田间大道小路，

带领村民清理了十余口山塘，在芦淞

区开辟菜品研发和加工基地，又委托

家在渌口区龙潭镇的舅舅办了一个存

栏 2 万羽的生态养鸡场，在龙凤村养殖

鸭子，向北方一生态猪场订购跑山猪，

构建起“老灶台”全系列产品源头基

地。

从地基到餐桌的运营模式，让菜

有了最本真的味道。“我们基地从不施

化肥不打农药，一直坚持人工除草，就

是要种市场上买不到的产品。”产品直

供并非肖将来的营销噱头，在他们餐

厅，从阳历 11 月到来年 5 月的半年时

间，吃不到新鲜辣椒，因为地里不产。

“我们每年秋天要囤 150 万元的辣椒，

制作成酸辣椒、剁辣椒、辣椒酱、辣椒

面、干辣椒等多种品类，以适应不同菜

品的需要。”肖将来说，完全农村化的

操作，出品依时令而变。

就像前段时间，仅 10 余厘米高的

红苋菜早已端上餐桌。吃嫩苗的鲜，

成为食客的心头爱。“接下来慢慢吃中

等苗、大叶苗，到菜完全长大达到市场

售卖标准正好吃完。”肖将来介绍，按

时节出品，并不被时节牵着鼻子走，通

过精心设计，最大限度延长蔬菜的供

应时长，是“老灶台”保持与时令的节

奏的独特方式。通过这一方式，食客

亦保持了与土地的真实连接。遥想老

家菜园蔬菜的长势，成为“老灶台”牵

住食客的浓浓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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