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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佳妮

性别：女
年龄：18岁

毕业学校：醴陵二中

高考分数：558（历史类）

填报院校：湘潭大学

驱车来到醴陵市船湾镇星

桥村，一栋墙面瓷砖失去光泽的

自建房映入眼帘。走近一看，裸

露阳台的天花板涂层大面积脱

落，墙面受潮发霉。

这里便是佳妮的家，一栋

建 于 上 世 纪 90 年 代 二 层 楼

房。一楼简单装修，二楼依然

保持了“叙利亚风”，什么装修

都没有，相当于一个隔热层。

佳妮说，未来工作后赚到

的 第 一 份 工 资 ，就 是 想 把 家

里 捯 饬 捯 饬 ，改 善 父 母 和 奶

奶的生活环境。虽然这是一

个 楼 房 ，其 实 是 一 栋 尚 未 完

工的建筑。

2006 年，佳妮出生在船湾

镇，家庭不富裕，父母是朴实的

农民。耳濡目染之下，她骨子

里有着庄稼人的勤劳与坚韧。

“自打我有记忆开始，母亲

就体弱多病，干不了重活，全家

指望着父亲打零工维持生计。”

佳妮告诉记者，母亲的肾病已

发展成尿毒症，每天在家做透

析，费用很大。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

攀。”这是佳妮的座右铭。

她说，自己虽没含着金钥

匙出生，但赶上了好时代，寒门

学子也能出人头地。中学时

代，她把全部心思花在学习上，

矢志考上理想大学。

佳妮告诉记者，自己的学

习方法很简单，就是上课跟着

老师走，把老师讲的内容用笔

记本记好，回家认真复习，反复

思考。

记者采访，佳妮落落大方，

笑容写在脸上，她乐观向上的

精神感染了记者。

“生活虽然艰苦，但也要学

会用微笑为生活加点甜。”佳妮

开朗地笑道，困难只是暂时的，

心放宽，脚下路更宽，心态好，

一切都会好。

趁着暑假，佳妮想出去打

工，减轻家里负担。

对 于 即 将 开 始 的 大 学 生

活，她语气很坚定：“不断学习

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为未来职

业生涯奠定坚实基础。”

“我还想在大学入党，竭尽

全力成就更好的自己。”佳妮

说，“我的思想总是比较激进、

超前”。

在荷塘区新月塘二村，生

活着刘玉祥和他的外婆。刘玉

祥是今年的高考生。

来自农村的他，父亲是个

农民，母亲患有智力障碍，在这

种家庭中，出一个大学生，是真

的不容易。很多人会选择放弃

学业，将时间与精力投入到赚

钱养家中，可他并没有。

前些年，刘玉祥的父亲出

了意外，不小心摔伤了腿，现在

腿脚仍然有些不方便。“尽管家

里不太宽裕，但我们一家人一

直想最大办法支持孩子学习。”

刘玉祥的舅舅说，外甥可怜又

招人心疼，知道家中条件不好，

自小就很懂事，因为是跟着外

婆生活在一起，放学回家扫地、

刷碗样样会干，也帮外婆一起

干活。

刘玉祥从小到大，有舅舅

帮衬着，还有社会上的爱心人

士的捐赠。在上学和生活中，

他很懂事，家里给的零花钱能

省就省、能攒就攒。

身边的邻居们也知道他家

的困难，时常给予刘玉祥生活

上的帮助。在学校，老师们对

刘玉祥的家庭情况有所了解，

会经常关心他的近况。

在高中老师的指导和推荐

下，刘玉祥曾在一次征文大赛

中获得了银奖的好名次。而同

学们也没有因为刘玉祥家里的

特殊情况，而疏远他，而是多次

帮助他解决学习上的难题。

高考成绩出来以后，刘玉

祥考了 463分。

“每个人都有很多出路，但

是我觉得学习应该是最好的！

我相信，终有一天我能够让爸

妈生活地更好！”刘玉祥说，这

个暑假对于他来说，喜忧参半，

喜的是他终于可以去上大学

了，忧的是父亲又要独自一人

照顾生病的母亲和外婆，承担

家里的重担。但无论怎样，刘

玉祥和他的家人已经做好准

备，迎接未来。

刘玉祥说，虽家境不如其他

人家，但人要有志气。他说，希

望能够被湖南城市学院英语专

业录取，并在大学期间努力学

习，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
体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刘金
平） 随着暑假来临，市县两

级交警部门纷纷发布暑假中

小学生安全出行提醒。7 月

15 日，醴陵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也给家长朋友们写了一封

信，希望大家联手筑起学生

交通安全的防护网，确保学

生健康成长、欢度假期。

醴陵交警表示，家长是

孩子的第一监护人，要加强

对孩子的安全教育，教育引

导孩子学习、遵守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增强孩子的交通

安全防护能力。加强对交通

工具的监管，切勿把汽车、摩

托车、电动车等交给未取得

驾驶资格的孩子驾驶。

同时，要加强对孩子的

安全监管，引导孩子做到以

下 6 条 ：未 满 12 周 岁 ，不 准

在道路上骑自行车；未满 16

周岁，不准骑电动自行车上

道路行驶；不在道路上嬉戏

打闹奔跑，横穿马路走斑马

线 ，不 斜 穿 、不 倒 退 、不 折

返 ，确 认 安 全 再 通 过 ；不 乘

坐超员、不具备安全技术标

准等违法客运车辆，不乘坐

三轮车、农用车等非客运车

辆 ；乘 坐 二 轮 摩 托 车、电 动

车佩戴安全头盔；驾驶汽车、摩托车

等各类机动车，先取得相应资格的

机动车驾驶证。

当然，家长更应以身作则，自觉

守法出行、杜绝交通违法行为、摒弃

交通陋习，为孩子做好表率。

本报讯（株洲晚报
融媒体记者/戴凛） 高

中 生 注 意 啦 ，我 省 2024

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

格性考试成绩将于 7 月

22日下午 3时正式发布。

考 生 可 在 就 读 学

校、当地招生考试机构，

或登录湖南教育政务网

（https://jyt.hunan.gov.

cn/）、湖 南 招 生 考 试 信

息 港 （https://www.

hneeb.cn）、湖 南 省 普 通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信息

管 理 系 统（https://xk.

hneao.cn/），以 及“ 湘 微

教育”微信公众号、“湖

南考试招生 ”微信公众

号进行查询。

考生如对分数有疑

问，可于 7 月 23 日至 7 月

26 日向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提出复核

申请。

7 月 31 日 8 时起，需要本次《学

考成绩证明》的考生，可自行登录湖

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考生服

务平台下载打印。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发布的考

试成绩分数是按照本次考试确定的

合格标准对原始成绩进行转换后的

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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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微笑为生活加点甜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毅

空闲时间，佳妮喜欢阅读。 受访者 供图

他一边读书，一边卖菜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实习生/曾杰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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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玉祥

性别：男
年龄：18岁

毕业学校：株洲市十三中

高考分数：463分（历史类）

填报学校：湖南城市学院英语专业

刘玉祥在叔叔家帮忙做家务。 记者/杨凌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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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经济延伸至社区生活圈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换下工作服的株洲人走上街头，吃个烧

烤、买杯饮料，或者和朋友们小聚，享受丰富多彩的夜生活。

和以往只能去成熟商圈不同，如今，这类夜经济相关的消费场

景正悄悄延伸至各个社区，在居民 15分钟生活圈内铺展。

那么，这类生活化、高频次的社区消费，能否成为进一步激发

夜间经济活力的新亮点？

推动多业态融合发展

实际上，这几年我市持续发力激活

夜间经济，推动在社区街区优化基础设

施和商业供给，点亮居民夜生活。

比如，我市推进“微亮化”项目与社

区游园相结合，打造“微亮化+”并形成

夜读、夜游、夜跑等夜经济活动场景。

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各个社区形

成的夜经济场景，主要还集中在餐饮消

费方面，业态比较单一。商贩们依托相

对包容的政策外摆经营，部分区域缺少

规范性引导，易产生噪音油烟扰民等隐

患。

“实际上，夜经济不止‘烟火气’，我

们还可以多做一些艺术类、亲子类等主

题活动，带动社区商业氛围提升。”对

此，本地一名商贸行业从业者认为，社

区夜间经济的活力主要来自就近和便

民，商贩们为周边居民提供适合的产品

和服务。而街道办等相关管理部门也

可以创造适当的成长环境，推动夜间经

济多业态融合发展，提升整体品质。

围绕这一点，我市已经有了一些尝

试。比如去年举办的贺家土夜市节，5

天时间，活动累计吸引客流近 25 万人

次，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也为老

城区的发展注入新动能。此外，由街道

办等部门牵头在文艺巷举办的夜览活

动，不仅提升了街区魅力，也为老居民

提供了更多元的消费体验。

差异化、主题式的夜市，是不少城

市 推 动 夜 经 济 向 社 区 拓 展 的 常 用 手

段。比如，河南多地在社区广场开辟

“招聘夜市”，方便求职者在夜游时了解

岗位信息。此外，诸如“中医药健康夜

市”“反诈夜市”等不同主题的特色夜市

活动，也在多个城市的社区里涌现。

“通过策划打造不同主题的夜市活

动，既能满足居民各方面生活需求，也

能创造消费空间，有望成为社区提升夜

间经济活力的新亮点，推动株洲夜间经

济由点及面全域发展。”相关业内人士

认为。

15分钟生活圈内就近享受夜生活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晚上 9点，天元区高科汽配园

内不少企业已经熄灯，但周边道

路上却一派繁华——忙碌的摊贩

们在马路对面一字排开，孜然和

辣椒的香气吸引着散步的居民前

来大快朵颐。而在邻近的响合路

上，美食、服饰、快剪理发等小摊

应有尽有，为周边住户提供便捷

的服务。

“到楼下花 10块钱理个发，买

一份炒粉和啤酒，惬意又方便。”菱

溪社区的住户陈晓勇告诉记者，以

前他和朋友们聚餐，往往要开车去

美的城小区附近甚至更远，现在出

门下楼就能相聚。这是因为，这沿

线除了工业园区，还有九八缔景

城、华晨山水洲城等小区，这几年

入住的居民越来越多，家门口的

“烟火气”也越来越旺。

被夜间经济点亮的不仅是菱

溪社区，天元区奋斗路沿线，各家

门店装饰的灯光投射着都市气

息，三三两两的年轻人聚在一起，

吃着烧烤、听个歌，享受活力四射

的夏日夜晚。

这里位于湖南工业大学新校

区附近，曾经每到寒暑假期间人

迹寥寥，不少商户关门歇业。如

今，这里以美食为特色吸引了一

批商家摊点进驻，并策划打造了

梧桐夜市，成为周边居民夏日夜

间消费的好去处。

中心城区、重点商圈繁荣的

夜生活，开始向社区 15 分钟生活

圈辐射。

宽松环境推动社区夜经济活力迸发

一般认为，夜间经济主要集

中在城市中央核心区、成熟商圈，

比如株洲的钟鼓岭步行街夜市、

大汉·悦中心 JOJO 街等。

但这几年，随着市场供需结

构以及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居

民家门口的夜间消费后来居上、

动能十足。

转变，首先来自需求。

“我就是看中这里的住户需

求增加，有消费潜力。”去年，市民

王先生投资 10 余万元，在天元区

奋斗路开了一家特色火锅米线

店。开店之前他做了一些基本的

调查，发现周边大多是围绕高校

学子基本餐饮需求开设的小店，

用餐环境单一，也很难满足周边

住户“好好吃饭”的需求。

“家门口的夜经济，消费者会

更注重体验感。”王先生说，他在

门店装修上选择了怀旧风格，和

周边门店形成比较明显的对比，

“高峰的时候每日营业流水超过

7000 元。”他说，这算是一次很成

功的投资。

除了供需推动，社区相对宽

松的经营环境，更是吸引经营者

的一大因素。

“来我们这消费的很多都是周

边社区居民，对食材品质、就餐环

境的有一定的要求。”奋斗路上另

一家烧烤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

类非主干道的街巷，方便他们设置

外摆用餐区，满足顾客露天吃烧烤

的需求。而在装饰装修上，他们选

择了相对流行的星星吊灯，并采用

仿真绿植等打造景观环境，提升了

消费氛围，对消费者很有吸引力。

较低的经营成本，也是不少

自主创业者选择到居民生活区周

边摆摊的重要原因。

“虽然每人只收 10元钱，但这

不需要额外成本，还能让周边住

户认识我。”在九八缔景城小区附

近，开了 10 多年理发店的何师傅

告诉记者，为了节省成本自己关

闭了门店，将住所改成了 19.9 元

洗剪吹的工作室，目前在社区摆

摊只需要付出时间和劳动成本，

而且需求较多，“夏天主要是男

性、儿童有快剪理发的需求，每天

晚上都有生意。”

记者注意到，这沿线至少有 6

个快剪理发的摊位，而且每个摊

点前都有市民排队或者观望。

“最主要还是现在社区摆摊

的政策环境比较宽松，没有太多

人管。”何师傅坦言。

现象

观点

天 元 区 奋 斗 路 附

近以美食为特色形成

的梧桐夜市。

记者/伍靖雯 摄

建议

九 八 缔 景 城 小

区附近的快剪理发

摊，各个摊点前都有

市民排队或观望。

记者/伍靖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