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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达影城（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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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奖日期：2024年7月22日）开奖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何春林 通讯员/
黎锡营 王忠祥 赵雷） “我市承担省重点民生实事

24 项重点任务 36 个重点指标全部达到序时进度，顺

利实现‘双过半’，5 个指标已完成年度任务，完成的

数量与质量居全省第一方阵；群众满意率 99.97%，多

个项目指标满意率 100%。”株洲市实施民生可感行动

工作专班递交了一份半年答卷。我市今年承担的省

重点民生实事中，涉及就业、医疗、教育、人居环境等

领域。

就业是最大民生。1 至 6 月份，全市新增城镇就

业 33263人，完成年度任务的 63.97%。

“岗位很多，我顺利找到了学前教育工作。”6 月

30 日，株洲师专应届毕业生小李和同学们分享着喜

悦。当天，株洲市 2024 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活动”

在职教城举行，提供了 40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吸引

1100 名高校毕业生入场求职，368 人现场与企业达成

就业意向。

年初，省人社厅开发的“民生实事码上通”系统

正式上线运行，群众扫码即可查询项目详细信息和

最新进度，也能对项目进行实时监督和评价。截至 6

月底，我市共收到群众评价信息 25万余条，建议 7348

条，群众满意率达 99.97%。其中，促进高质量充分就

业、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

卡通”、数字政务提质增效惠民工程等多个项目，满

意率为 100%。

4 岁的小晨患有听力障碍，语言发育迟缓。经过

专业康复训练后，报名参加了全省听力语言康复明

星大赛。小晨康复得益于 2024 年省重点民生实事。

今年，我市要完成 815名听力、智力、肢体残疾儿童和

孤 独 症 儿 童 康 复 训 练 ，现 已 完 成 632 名 ，完 成 率

77.5%。

家改也是省市重点民生实事。石峰区清水塘大

冲村村民老袁，是一位分散供养的特困五保户。今

年 3月份，得知老袁“在屋前安装照明灯，方便夜里出

行”的心愿后，市残联为其免费安装了一盏全新的

LED 太阳能灯。目前，我市已完成 1124户“困难重度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类似的现象在株洲层出不穷。妇女“两癌”检

查、新生儿疾病筛查项目，为群众提供专车统一接

送、专人陪同检查“一站式”服务；社保部门为 1000名

孤寡、重疾、高龄群众提供上门养老认证服务；家庭

教育指导“向阳花”行动民生实事启动仪式现场，200

多名家长齐刷刷竖起大拇指……

点开株洲民生工作信息化管理系统，24 项重点

任务 36 个重点指标，进度一目了然。截至 6 月底，我

市承担的省重点民生实事已实现“双过半”。其中，

“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提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提高残疾人‘两项补贴’

标准”“农村千人集中饮用水源地环境整治”“家庭指

导‘向阳花行动’惠及家长”5 个指标已提前完成年度

任务。

“ 影 城 面 貌 焕 然

一新，让我们更加享受

看电影的乐趣。”近日，

株洲美达影城大规模

提质改造后，得到观众

的认可和好评。

据 介 绍 ，此 次 改

造除对大厅进行美化

亮化外，还更换了影

厅过道的防火地胶，

更换了影厅吸音棉和

地脚灯。最大的亮点

就是 7 个影厅加装了

170 个按摩座椅，观众

可 以 边 看 大 片 边 按

摩，看一场电影，全身

心放松，真正享受高

质量观影体验。

（株洲晚报融媒
体记者/王鸿 通讯
员/高晖 摄影报道）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温琳）
7 月 22 日下午，我市举办 2024 年湖南省

“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活动工作部署会，

记者在会上获悉，2024 年湖南省我们的节

日·七夕“硬‘荷’浪漫 幸福株洲”主题活动

将于 8 月 10 日（农历七月初七），在荷塘区

钻石广场举办，打造株洲的硬核浪漫。

该主题活动由省文明办主办，市委、市

政府承办，举办的活动包括开幕式、“爱的

泡泡”友趣大会、全市街头艺术站联动撒糖

等。届时会有城市大屏展示市民告白；可

能会在街头遇到荷花仙子、荷花郎，用告白

交换荷花；推出七夕粉色包装的公交车，打

造流动交友平台。在七夕当晚推出七夕特

别甜蜜场演出，全城营造甜蜜氛围。

本报讯（株洲晚报
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实
习生/蔡珺洁 通讯员/罗
志刚） “爸爸救我！”7

月 20 日晚上 8 时 40 分许，天元大桥（株洲湘江四桥）西

头，传来焦急的呼救声。一对父女在湘江中游泳时遇

险，幸被此处值守的市湘江义务救援协会（简称“救协”）

救援勇士救了回来。

当时，夕阳的余晖逐渐消失，下水游泳人宛如下饺

子，欢声笑语飘荡在湘江两岸。一名女孩在父亲的带领

下来到天元大桥西头游泳，逐渐向湘江中间移动。

突然，看似平静的江水下涌来一股急流，女孩被卷

入漩涡后，连声呼叫。父亲紧紧抓住女孩的手，却因为

没有救生圈等器材辅助，每一次挣扎都消耗着他们大量

的体力，随时可能被江水吞噬。

就在危急时刻，守护生命的温情使者——市湘江义

务救援协会一线队员肖暑文出现了。他一路飞奔而来，

奋力将一个救生圈抛了过来。救生圈准确无误地飞到

了这对父女的身边。

“抓住救生圈，往这边慢慢游！”肖暑文一边指挥这

对父女自救，一边游过去帮忙。在 3人的共同努力下，险

情得以排除，这对父女安全上岸。

这对父女恢复体力后，对肖暑文的及时救援表示感

谢，并表示将注意游泳安全。

据市湘江义务救援协会会长邹国良介绍，成立 14年

来，他们已从湘江中救援 173 人。仅在今年，就有 8 人获

救。进入三伏天后，前来湘江游泳者越来越多，他们将继

续加强义务巡逻值守力度，并对下水者进行安全提醒。

幸好有他！一对父女湘江遇险

24件重点民生实事实现“双过半”
5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任务，数量与质量居全省第一方阵

今年七夕

我市将举办硬“荷”
浪漫主题活动

美达影城提质改造 打造高质量观影体验

▶扫码可看焕然一新的株洲美达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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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名大学生到醴陵
品尝小炒肉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毅 通
讯员/吴丹丹） “千年瓷都正青春，五彩醴

陵夏日游。”7月20日，2024年全国大学生夏

日“醴”行活动启动，千名大学生受邀走进

醴陵，品美食、嗨音乐、捡瓷器、玩烟花、看

大剧。活动首日，主会场、中国陶瓷谷国际

会展中心人潮涌动，日人流量达 3 万人次，

免费送出醴陵小炒肉超4万份。

当天 17 时，100 组厨师现场摆摊设点，

为大学生烹饪醴陵小炒肉。厨师们锅铲翻

飞忙个不停，色香味俱全的醴陵小炒肉一

出锅，就被在场大学生和慕名前来的食客

一抢而空，还有应季瓜果免费供应。

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大学生在醴陵不

仅可免费捡瓷器、玩烟花、吃小炒肉、听音

乐，还能实习拿补贴、调研拿奖励等。

052024年7月23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罗小玲 美术编辑/邱 鹏 校对/袁一平 本土

最热的夏天在哪个年份？株洲人度夏有何变化？

株洲夏日气象历史观察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娜

我们应该如何回忆夏天，是饭后闲坐贪恋片刻的穿堂风，还是端着自家的凳子看露
天电影？

除开刻在你我记忆里关于这个季节的热辣、虫鸣以及消暑的乐趣，还有一种方式，则
来自于气象台一组组记录在方格子里标红的数字。

这些数字，代表着株洲历史上最热的那些年份，以及这座城市所经历的，越来越热的
夏季。

在39℃的日子里，不妨走进株洲盛夏的“旧时光”。

越来越热的夏天

在气象学还没有全程智能化、数字化的时代，记录气温的方式，是通过一支

笔、一个活页数据本。

就拿夏天来说，当时，气象观测员在 5月立夏之后，将每天的气温、湿度、晴雨

记录在案，当天最高气温超过 35℃时，字体就会标红。

而这红色字体里，有个时代夏天的热，清晰可见——上世纪八十年代。

记录员曾经就做过这样一个统计，在株洲有气象历史资料以来，株洲夏天的

热呈逐年偏多的趋势，特别是 1980年—1990年，这十年间的高温天是最多的，有 4

个年份夏季的高温天在 35天以上，分别是 1981年、1983年、1988年和 1990年。

当记录气温的载体从纸上跃至电脑中，株洲的夏天也变得更热。

如今，在数字化纪录中，株洲从 2010 年后，高温天数日渐增多。《2023 年株洲

市气象影响评价》中就提到，2010 年后，株洲地区夏季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气温和

平均最低气温上升趋势明显。

株洲发布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的年份，也出在这个阶段，分别是 2013 年、

2022年。

比如，2013年 7月，全月 29个高温天，整个夏天 35℃以上的日子达 57天；又比

如，2022 年，株洲连破 3 项气温纪录——平均气温、平均高温日数和连续高温日

数。

全球沸腾下，株洲的夏天，真的越来越热了。

看数据：

气温监测下的株洲夏日

时光倒回至 1980年代，夏天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极端高温。

曾任职株洲市气象台台长、株洲市气象学会会长的姜海泉，那时是一名基层

气象观测员。在没有自动检测系统的年代里，他的主要职责，是去露天的检测台

里，打开百叶箱，将实时气温记录在本子里。

他记得，每到最热时，是一天之中最难挨的时刻，头顶是焦灼的烈日，气象大

院里的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只几日，他的皮肤就已黝黑。

也在这个本子上，那个时代的夏天，被详细呈现在眼前。“你会发现，那个年

代最热的那几天，夏天会变得很极端。”姜海泉说，比如史上最热的一天，就出现

在 1990年的 8月 3日，40.7℃。

当然，评价一个夏天是否热，并非极端高温一个选项。在气象学上，平均气

温、平均高温天数、连续高温日数是评价一个地区天气冷热的方式，属于夏季特

有的气候评价标准。

这些年，市气象台监测站的气温检测设备早已更新，年轻的气象观测员们，

已经不需要接受暴晒，只需对着电脑分析着上空雷达传过来的一系列数据，再融

合着各个自动监测点的气温纪录，便可知这个夏天极端高温、平均高温天数、连

续高温日数，并依次推断，当年夏天在气象历史上排名几何。

“株洲的夏天越来越热。”在株洲市气象台台长李细生看来，近年来，株洲的

夏日呈现出平均高温天数、连续高温日数、全市平均气温逐年增高的趋势。

看变化：

两个年代消夏方式的碰撞

饭后院中纳凉、端着自家的凳子看露天电影、以井水冰镇西瓜……这些旧日的消夏画面，定格在画框里。

上世纪 80年代，经历了一场最盛大的夏天，那个年代造就了株洲史上最热的

一天。而许多株洲人的记忆里，那会儿的夏天，是市井的、欢畅的。

家住芦淞区洗煤厂小区的彭明畅，记忆里是黄昏下摇着蒲扇吃西瓜、星夜里

端着自家的凳子看露天电影。

在他的印象里，株洲 80年代的夏天的热，没有如今这般旷日持久。在最热的

那么几天，一到蝉声阵阵的时节，日落后是最热闹的时候。

“ 我 们 把 竹 床 摆 在 外 面 ，一 边 歇 凉 ，一 边 等 放 电 影 。”他 记 得 那 时 ，露 天

电 影 的 影 片 多 以 抗 战 片 为 主 ，但 也 不 乏 当 时 热 门 的 大 众 电 影 。 每 一 场 电

影 ，篮 球 场 都 围 满 了 人 ，但 彭 明 畅 没 有 半 点 热 的 意 思 ，因 为 放 映 电 影 前 冰

好 的 西 瓜 ，已 经 到 了 最 冰 爽 清 甜 的 时 候 ，西 瓜 一 吃 完 ，他 就 可 以 听 着 夜 虫

的吟唱入睡。

成征，1980 年在荷塘区野鸭冲社区出生，80 年代的夏天，是门外柏油马路被

晒化的沥青味，玩疯了的小孩子头发湿答答的汗味，守在穿堂风经过的门口，以

及公共游泳池的漂白粉味。“那是一个廉价又快乐的真正的夏天。”

说故事：

有了空调与冰箱，夏天似乎不再难挨，但另类的度夏，在过后想起，也能会心一笑。

在更热的年代里，我们经历了数个最热的夏天，度夏的方式，也变得越发

“city”。

这个时候，空调取代了穿堂风，西瓜被放进冰箱，扇子也成了文人的装饰品，

至于微风，早就被恒定在 26℃的室温取代。

今年 24 岁的亦然，最热的夏天就待在空调房里看电影，即便出门，也做足防

晒工作，从头至脚全副武装起来。而 30 岁的严明，盛夏的狂欢，是星夜下喝着啤

酒，吃着小龙虾，夏天才不难捱。在他们看来，似乎无法忍受父辈们没有空调，网

络和小龙虾的夏天。

每每此时，彭明畅又会念叨起儿时的被井水冰着的西瓜，想着哪里还能和绿

树阴浓、楼台池塘相遇，以及那时夏天里那股子人情味。

茶陵：
艾叶、柚子树枝、柏树枝做“端阳水”

古法的度夏，在茶陵潞水镇却没有停止。

从清朝开始，每到农历五月，当地的村民，便想着法子，度过这个时节。因为在

古时，农历五月，有“恶五月”的说法，每到五月初一，人们就着手准备，在自家门前

插上艾叶，并且开始准备做雄黄酒，并将艾叶、柚子树枝、柏树枝等混杂在一起做

“端阳水”，用来灭毛毛虫。

这样，夏天在树下乘凉便不再有虫滋扰，而夜晚睡下，也少了蚊虫的声音，有

了好睡眠，忙农事也精神许多。

竹夫人：
株洲古时避暑神器

在株洲博物馆民俗文物展厅里，展示着一件株洲古代的消暑纳凉神器——

竹夫人。这件竹夫人是清代文物，从株洲城郊的罗家大院收藏而来，长约 0.9 米，

为圆柱形，用竹编制而成，中间是空的，外面是网状的。

竹夫人又叫“竹几”“夹膝”“青奴”等等，汉唐已有，流行于北宋。北宋大文豪

苏东坡《次韵柳子玉二首》诗有云：“问道床头惟竹几，夫人应不解卿卿。”以及《送

竹几与谢秀才》云：“留我同行木上座，赠君无语竹夫人。”诗旁还有苏轼自己的注

解：“世以竹几为竹夫人也。”这是最早出现竹夫人的文字。

竹夫人是如何纳凉避暑？因为竹子本来就凉，加上中间是空的，空气流通，

根据“弄堂穿风”的原理，即使出汗也能被吸收，而且竹子本来就有独特的清芬，

古人会在竹夫人里放上薄荷、茉莉花等，让人睡着都有香味。

古法度夏的株洲

如今，沿江风光带也成为市民消夏方式之一。记者 王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