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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对象：6-16周岁青少年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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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程
书奇 梁晶） 近日，石峰区响石岭街道云峰阁社区

网格员在巡查过程中，发现云二村拆迁地段一处未

推倒的三层楼民房内，多年“蜗居”在此的高龄“流浪

汉”又来了，其生活用品以及捡拾的垃圾到处堆放，

异味四散，影响当地居民生活。

“您想不想回家？”网格员走进房屋内，看到“流

浪汉”老人居住在二楼，他将平常外出捡拾的破烂衣

物、食物、泡沫箱、水瓶等杂物堆积在一楼空地处和

前往二楼的过道上，网格员从仅剩的一条狭小通道

中爬上二楼与其耐心交谈，刚开始，老人只是默默地

摇了摇头，不说话。

面对这一情况，网格员知道她一个人的力量有

限，于是立即启动网格“1+N”联动工作机制，联系民

警、城管队员一同前往。网格员购买了水、面包等食

物，与执法人员一起来到二楼，采取关怀、谈心的迂

回方式，劝解老人。

原来，这位老人因家事受了刺激，思想比较偏

激，一直在外流浪。“高温酷暑季节马上到来，如果您

一直住在这里，可能会被阳光暴晒、被蚊虫叮咬，甚

至遇到雷暴天气可能被雷击中。”网格员说，这么多

易燃易爆垃圾堆放，对您和周边居民的人身安全造

成隐患，这里不仅没有门窗，而且屋顶结构已被损

坏，住在里面也怕垮塌，建议还是先住救助站，再联

系您儿子接您回老家。

网格员在满是垃圾，蚊虫叮咬的二楼蹲了近一

个小时，经过苦口婆心的劝解，终于做通了老人的思

想工作。网格员打铁趁热，立刻对接好株洲市救助

管理站工作人员，并与民警一同乘坐警车陪同老人

前往救助站，并为其办理了入住手续，老人终于在第

二天回到了祁东老家。

云峰阁社区党委书记、网格长肖亚表示：“此次能

够成功劝返老人回家多亏了网格‘1+N’联动工作机

制，今后，社区将继续及时准确掌握辖区流浪、乞讨人

员情况并做好上报和救助工作，减少意外情况发生。”

网格员正在劝说“流浪汉”。 记者/杨如 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以前要走 15

多分钟才能到公交车站，现在家门口就能坐上公交车，感谢

政府部门为我们老百姓办了一件好事。”6 月 6 日，经过多部

门联动，D192 路公交车在芦淞区龙泉街道龙泉社区新增设

站点，让周边群众出行更加便利。

龙泉社区位于南环线附近，周边有诚建·檀香山、美的檀

府等 3 个小区。环线路段目前仅有 D192 路公交车经过，但

D192路公交未在诚建檀香山小区附近设置站点，小区及附近

居民前往三三一医院或三三一片区学校、菜市场等如需乘坐

公交车，需走路至坡下 T28、T30卫门口公交站点。随着居民

入住率提高，居民公交出行的需求日趋迫切。近期，不少居民

在龙泉街道议事平台“幸福龙泉议站”中多次反映增设公交站

点的问题。

芦淞区龙泉街道党建引领，上下联动，协调多方力量，与公

交公司以及市三三一医院积极沟通，公交公司派专员到辖区实

地走访，针对社区的公交线路、发车时间、发车频率等做线上摸

底调查，最终决定增设D192路龙泉社区站点。随着新站点的开

通，周边三个小区5000余户居民终于告别了“乘车难”的历史。

芦淞区龙泉街道办事处主任李锋表示，街道将进一步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形成“党建引领、

人大助力、群众参与”的基层治理格局，切实办好“家门口”的

实事好事。

荷塘区桂花街道：

夜查电动车安全隐患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旷昆红 通讯

员/黄鹤辉） 6月 5日晚，荷塘区桂花街道合泰 A

片区示范小区创建工作专班联合合泰社区、公

安、消防、城管、网格党支部、物管会、合泰物业公

司共计 60 余人，组成 7 个工作小组，对合泰 A 片

区经营性自建房开展电动车安全隐患集中夜查

行动。

夜查期间，各个检查组逐个对单元楼梯间、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电动车充电隐患进行“全

覆盖、无死角”的安全大检查，重点检查电动车是

否存在违规停放、私拉乱接电线和使用移动插线

板，电动车是否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等，发现仍有住户飞线对电动车进行充电，为此，

检查人员采取“顺藤摸瓜”上门宣传教育的方式，

劝导住户收起“飞线”并按规定文明充电。

本次夜查行动共检查场所 50 处，发现消防

安全隐患 61处，立即整改 61处，收缴飞线充电线

35 个，违规人员现场签订承诺书 61 份。同时，做

好消防安全知识宣传。通过夜查行动，进一步压

实各场所负责人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居民安全意

识，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酒埠江水库
迎来小鱼儿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
员/陈伟源） 6 月 6 日，攸县开展 2024 年水生生

物增殖放流活动，向酒埠江水库投放鱼苗 400 多

万尾，以草鱼、鲢鱼、雄鱼等品种为主。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一筐筐早已准备好的

鱼苗倒入水库，一尾尾活蹦乱跳的鱼苗鱼贯而

出，顺着水流游进河中，为水库再添生机与活力。

据了解，攸县已连续 12 年开展水生生物增

殖放流，累计投放鱼苗 4300 余万尾，投资逾 200

万元，有效维护了攸县水生生物资源环境平衡，

助推了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增殖放流主要是保护生态资源和渔业资

源，是一种造福子孙后代的善举，既可以改善水

质和水域生态环境，又实现了以鱼养水、以鱼净

水的效果。”攸县畜牧水产事业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县将以此次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为契

机，完善保障措施，加大宣传力度，逐步引导广大

群众共同参与到这一活动中来，促进全县水生生

物资源养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网格员暖心救助
“流浪汉”踏上回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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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公交站点，龙泉社区居民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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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样经济”火热 消费要睁大眼睛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几十块钱就能买到一线大牌产品、出差旅行方便携带……新

的消费趋势下，对于更追求“性价比”的年轻消费者来说，单价明

显低于正装的美妆小样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和偏爱。

记者走访本地部分商家门店发现，曾经只是正品附属物以供

消费者体验的大牌小样，已摇身一变成为独立商品甚至门店引流

“神器”。不少商家从中窥探到了机会，果断入局。

在大牌小样炙手可热的背后，也有着真假难辨的“灰色地

带”。“小样经济”如何持续保持增长活力？

趋势：美妆“小样”走俏

小样经济的崛起显然是年轻人理性消费观的重

要体现之一。

“水乳、精华、面霜、香水，我现在都爱买小样。”

昨天下午，位于神农城的“香港仔”化妆品连锁店内，

21 岁的大学生小李和朋友一起挑选货品，商量着要

不要买一支眼霜小样。

小李每个月的生活费是 1500 元，每月在日化用

品上的开支大概是 150～200 元。“小样的价格很亲

民，每次只花不到 100 元钱就能拥有一线大牌的品

质。”小李说，相比动辄几百上千元的大牌正装产品，

一个容量几毫升的小样只需几十元钱，往往也可以

用两到三周，对于经济尚不独立的学生群体来说性

价比满分。

“尤其是美妆类，我和朋友可以买一些不同的产

品共享使用，也算是多一些体验。”小李说，自己以前

也买过一些正装产品，但由于使用频次少，往往是产

品过期了都没用完，现在就很合适。

“买正品之前先试用小样，也算是一种实用主

义。”从事市场营销工作的倪女士皮肤比较敏感，选购

商品往往需要很长时间，也不敢轻易尝试新品，但小

样的出现解决了她的问题。如果产品合适就能接着

购入，就算不合适，也不会因为小小的损失而心疼。

此外，由于经常要出差，小样也是她常备的差旅用品。

从“性价比高、试错成本低”再到“消费体验”，都

是年轻消费群体购买大牌小样的重要原因。

相关市场调查显示，我国大约 50%的高端美妆产

品消费者在 20 岁左右，这部分人绝大多数的经济能

力有限，也因此，以“白菜价”享受到大牌品质的“小

样经济”应运而生，完美契合了年轻人追求新鲜感、

注重体验的特点。

转型：门店商家借势分羹

随着卖“小样”逐渐蜕变为一门独立的生意，无

论是线上线下的品牌商家、渠道商乃至个人卖家都

纷纷切入，欲从“小样经济”中分一杯羹。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小样”，不仅能看到

各大一线品牌商旗舰店以“体验礼”等名义推出的体

验装，也能看到非官方渠道售卖的大牌小样，部分还

标注着“专柜保真，支持验货”等字眼。

本地的部分美妆门店和个人创业者们，也陆续

转向这门生意。

“消费者越来越追求实用价值，我们也要及时调

整。”32 岁的陈思对此深有感触。她做代购已有 10

年，也是这两年注意到“小样经济”兴起并迅速加入。

陈思进货的方式比较常规，去各大免税店采购，

并提前和店员商量附赠足量的小样。购买后，她用

相当于专柜 7折左右的价格售出正装产品，再用几十

到上百元钱的价格出售免费获赠的小样产品。

“盈利主要来自于小样销售，生意好的时候一个

月收入有五位数。”陈思坦言，因为进货渠道相对单

一透明，她赚得不算多。

实际上，目前市面上小样的来源比较复杂，“也

有一些货源找过我，给的价格更低，但我还是愿意从

免税店拿货，这样我和客户都放心一些。”陈思透露。

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小样渠道较多，比如专柜、旗舰店

等官方品牌渠道购入正装、套装后获赠小样；品牌专柜或内

部人员转卖；相关销售人员、消费者或代购供给等等，“但正

品小样唯一来源肯定是品牌商。”本地一名从业者强调。

“我们这边的小样主要是进购套装礼盒后拆卖

的。”说起货源，“香港仔”的一名店员告诉记者，产品

都是由公司统一进货，消费者可以先去商场体验了

解后再来购买，方便辨识。

提醒：消费者务必保留购买凭证

“小样经济”活跃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

题。尤其是渠道混杂、真假掺和等，让不少消费者又

爱又怕。

在互联网电商平台，记者随机点进一家美妆小

样专营店看到，店里上架了近百种不同品牌的小样

产品，部分粉底液等产品的销量有几万件，其它小样

的销量也有几百上千件。

在电商平台、直播平台，这些以小样为主要商品

的店铺比比皆是，但轻松销售破万的小样都是正品

吗？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两年品牌商对小样的管理

持续严格，很难大批量流出到单一商家，“如果店家

库存和销量非常多，小样价格和正装价格的差距很

大，那么确实存在真假掺和的可能性。”

此外，从非品牌商渠道购买的小样，消费者也很

难通过专柜验货等方式检验真伪。即便质疑，商家

也可能以不同国家版本、不同批次略有不同来应对。

“目前我们接到的化妆品类投诉，就涉及进口化

妆品无中文标识等。”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

悉，去年全市 12315 投诉举报机构共收到化妆品类投

诉举报 2595件，其中投诉质量问题的有 732件。

为了规范市场，我国相继出台实施了《化妆品监督

管理条例》《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等法规，将化妆品小

样纳入监管，明确规定化妆品的最小销售单元应当有

标签，并与产品注册或者备案的相关内容一致等。

为了完善本地化妆品安全质量水平，市市场监

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化妆品经营行业管理制度、进

货查验记录标准等，并将化妆品经营主体纳入诚信

管理，综合考虑化妆品抽样检验、不良反应监测、投

诉举报、案件查处、舆情监测等因素建立重点监管名

单，强化监督管理。

对于在本地门店购买化妆品小样的消费者，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提醒，要注意检查化妆品小样

的标签信息是否有完整准确的中文标签，且务必保存

好消费凭证，并关注票据上是否有商品的生产日期、

生产名称以及相关的批号等等，方便后续维权。

“小样”逐渐蜕变为一门独立的生意。

记者/伍靖雯 摄
商家门店借势“小样经济”引流。

记者/伍靖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