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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达影城（7月25日）

（开奖日期：2024年7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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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巡查发现，红旗立交桥上一处伸缩缝脱轨

形成高低差，24 日上午，市城管局市政工程维护中心

的桥梁养护队员赶来施工修复。

烈日当头，红旗立交桥上，市政队员欧正中蹲在

路边，将手伸进钢筋缝隙，一点点把卡在里面的混凝

土碎块清理出来。焊接声、切割声、锤打声此起彼

伏，一派忙碌景象。

伸缩缝，是我们常在桥上看见的横贯桥面的缝

隙，也是保障桥梁安全稳定的重要“关节”。

这种桥面部件长期受车辆碾压、高温暴晒等考

验，容易出现破损脱轨等问题，不仅影响行车舒适

度，更容易造成安全隐患。

让人想不到的是，“温柔细致”，才是这次施工时

最主要的特点和难点。

这是因为，对桥面伸缩缝进行更换，需要在不破

坏内部钢筋结构的前提下，将路面混凝土层小心挖

开，拆除原有伸缩缝后进行更换。“这就好比给身体

‘强筋骨’，每一步都要‘轻手轻脚’。”桥梁养护班组

组长毛镫祥介绍，比如前期凿掉破损的混凝土路面

后，他们只能人工将缝隙内的混凝土碎块清理出来，

避免破坏钢筋。

那为何不用鼓风机呢？

“车来车往，不能让碎石划伤行人车辆。”毛镫祥

解释道。

时间：上午10点
每个人都汗流浃背，配合默契

上午 10 点，室外气温已经达到 39 摄氏度，立交

桥上没有任何遮挡，体感温度更甚。但这样火辣的

阳光下，每一名市政队员却穿着长衣长裤，戴着帽子

和口罩。

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烫伤，也避免

碎石伤到自己。高温天气桥上的钢

板、钢筋等表面温度很高，不小心碰

到，可能就要被烫起泡，这也是大家

受过伤之后得到的经验教训。

即便很有经验，每一次施工时也

会碰到不一样的困难。

比如这次施工时出现了一个混

凝土卡点，大家始终无法撬起脱轨的

伸缩缝。欧正中想了半天，最后半跪

在地，弯腰弓背将工具头伸进缝隙

里，对准连接点小心切割，另一边 3名

队员同时用力上撬，就看到伸缩缝终

于松动，成功了。

完成一系列前期工作，此时，每

个人都已经汗流浃背，欧正中的额头

上更是不停冒出豆大的汗珠，但没有

一个人停下来休息。他们默契配合，

重新加固绑扎钢筋、更换伸缩缝，浇

筑混凝土，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更

换完工后，可以避免车辆经过时发出

‘哐当’响，行车会更加平稳舒适。”毛镫祥说。

时间：下午1点
伸缩缝修复完成，道路恢复平整

这些年，随着城市的发展，市市政中心负责养护

的桥梁越来越多。为了保证养护工作的质量，并尽

可能减少施工对交通的影响，他们主动调整上班时

间，有时早上 5 点不到就到岗开工，或是晚上 10 点以

后到跨江大桥上开展坑洞修复。

市政养护的技术、材料等也在与时俱进。比如，

现在有了新型高强快干混凝土材料，原本修复路面

可能需要 7天的养护时间，现在约只需要半天就可以

恢复正常交通。此外，安全装置、安全施工标准等

等，也越来越细化。

下午 1 点，经过近 5 个小时的忙碌，伸缩缝终于

全面完成修复，红旗立交桥上道路恢复平整。带着

一身暑气，大家坐上回单位的车，补上迟到的午餐。

“看到我们养护后的桥梁平稳运行，也会觉得很

骄傲、很有成就感。”毛镫祥和同事们相视一笑。

阳光照耀着他们的汗水，折射出劳动者的荣光。

你见过修复伸缩缝现场吗？
桥上的钢板可把人烫起泡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红旗立交桥上，市市政中心养护队员修复伸缩缝。记者/伍靖雯 摄

受台风“格美”影响

株洲西站部分车次停运或调整运行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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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气象台预

报，今年第 3 号台风“格美”即将影响或登陆我国东

南沿海，广东东部地区的铁路线路将受到影响。

广铁集团根据台风运行路径和影响范围，将对 7

月 25 日途经杭深高铁、梅汕高铁以及漳龙、畲龙铁

路的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台风对

旅客运输组织的影响，确保旅客生命财产和列车运

行安全。

受此影响，7 月 25 日株洲西站将有部分车次停

运或调整运行区段，具体情况如下：

G1176次（汕头-武汉）改为广州南始发，汕头
至广州南停运。

G6172次（汕头-岳阳东）、G6008次（汕头-长
沙南）改为潮汕始发，汕头至潮汕停运。

G6007 次（长沙南-汕头）、G6003 次（长沙
南-汕头）运行至潮汕终止，潮汕至汕头停运。

G2340次（南宁-厦门北）、G2339次（厦门北-
南宁东）停运。

株洲西站温馨提示：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

旅客，可不晚于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 30 日内（含

当 日），在 车 站 人 工 窗 口 、12306 网 站（12306 手 机

App）办 理 全 额 退 票 手 续 ，退 票 均 不 收 取 手 续

费 。 现 金 支 付 、已 经 打 印 报 销 凭 证 的 旅 客 自 退

票之日起 180 天内（含当日），持购票时使用的有

效 身 份 证 件 原 件 至 铁 路 车 站 窗 口 交 回 报 销 凭

证，领取票款。

具体停运列车及恢复开行时间等信息，请以铁

路 12306 网站或车站公告为准，及时掌握，以便合理

安排行程。

《奥园养生城业主质疑物业停车收费新规》后续

本报报道后“奥园健康”立行立改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实习生/

程婉湘） 7 月 19 日，晚报 A4 版披露了奥园健康生

活服务（广州）集团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以下简称

“奥园健康”）设停车收费“霸王条款”引发业主不满

一事，引发奥园养生城业主热议。经记者协调，近日

双方已就小区停车管理问题达成初步共识。

7 月 13 日，奥园健康发布通知，对天元区奥园

养生城物业项目已购车位未办理交付的业主和未

购车位业主及来访人员车辆按临时停车标准收费，

由此引发业主不满。小区业主与奥园健康的纠纷

由来已久，双方因物业管理水平不足、物业费欠缴

问题多次爆发冲突，此次奥园健康发布的停车收费

新规再次成为双方矛盾冲突的导火索。

13 日至 15 日，记者就天元区奥园养生城地下

车 库 停 车 管 理 问 题 进 行 深 入 调 查 ，帮 助 物 业 、业

主转达各自诉求，协调双方协商。

22 日，奥园健康与小区业主代表召开协调会，

初步达成共识：双方搁置历史遗留问题争议，奥园

健康对地下车库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立行立改，

按照每月 30 元的标准收取停车管理费，已购车位

业主配合录入车牌信息，从约定日期开始按期缴

纳停车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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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小伙创业路上不停歇
折腾的人生才有“意思”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旷昆红 文/图

当不少年轻人纷纷选择“躺平”时，90后的唐
增“创”出了新高度，从大学期间第一次“亲密”接
触创业后，在他之后的创业路上，他“痛并快乐”
着。短短 10余年，他不仅在观赏鱼的专业领域
“创”到新高度，还跨界延伸园林设计，当养鱼科
普博主，展现了新时代年轻人的风貌。

毕业回家养鱼 遭全家反对

上职院后，唐增发现自己有一颗不安分的心。

2012 年大二时，就读的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原湖南同德职业学院）有鼓励大

学生创业的政策，每人可拿到 5000 元创业启动资金。绝大多数同学无动于衷，但

唐增萌生了创业的想法，他和其他两名同学，将创业付诸行动，养起了湘云鲫。

没想到在校内第一次创业就成功了，“20 天就收回成本，还赚了一万多元，每

人分了 3000多元。”回想起那次创业经历，唐增记忆犹新。

这次小成功坚定了他毕业后创业的决心和信心。从此，他在创业的道路上

一发不可收拾。

但唐增的父母可不是这么认为。他是家中独子，唐父唐母甚至为他找好了

工作，希望他简单顺遂过一辈子。

大三在学校推荐的通威股份公司实习时，因为表现好，每月也有 4000 多元的

工资。但他不拘于现状，边工作，边承包了老家 12 亩鱼塘，借了 4 万余元，采取高

密度喂养法，投放了 4000 多公斤鱼种，“农村养鱼，一般的投放密度只有我的十分

之一，但我有信心。”他说。

但一心不能两用，鱼苗突遭大面积死亡，并且鱼草也不够，唐增决心毕业后

正式回家养鱼。

当他付诸实践时，可想而知，家里爆发的矛盾有多大。每次逢年过节吃饭

时，就变成了“批斗会”，亲戚家人都会说着各种在家创业失败的例子，最反对他

的父亲更是气得直接摔了手机，“辛辛苦苦供你上大学，最后又回了农村。”

唐增咬着牙走了下来。从此，他更加努力，自己种鱼草，每天去一两公里远

的地方打 500 公斤鱼草，翻山越岭，用手推车推回来。“鱼要是出问题就睡在鱼塘

边守着，几个月下来，晒得跟非洲人一样。”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年干旱，村组农田需要灌溉，他放掉了鱼塘仅

剩的一点水灌溉农田，在家创业失败了，“亏损几千元，两年的心血打了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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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赛道卖观赏鱼 终迎曙光

这次，连唯一支持他的奶奶也反对，家里的“批斗会”开得越来越频繁。

但他不服输，不认命。

有一次，在同学群里看到有人说卖观赏鱼收入可观，他决定再次创业，“起码

还没脱离我的专业。”

2014年深秋的一天，凌晨 3点，他偷偷骑着摩托车到了市区。晃悠了一天后，

他花 100元租了个不带厕所的单间，寻找观赏鱼创业之路。

这次创业，家人跟所有亲戚打了“招呼”：不允许借钱给他。于是，他找同学、

女友（现在的老婆）东拼西凑了 7000元。

为了找到价格合适的门面，他把市中心跑了个遍，终于在一次买饼时，合租

到一处 3个多平方米的门面，好说歹说每月租金 3000元，且不用押金。

租金加鱼苗进货，手上的钱所剩无几。为了省钱，他在出租房做饭带到门面

上吃，但是保温桶不保温，中午和晚上，只能吃冷饭冷菜。

生活的苦不算苦，生意的不济让他总在夜里惊醒。因为进货和销售渠道不

畅，加上经验不足、门店位置不好等，第一个月，他亏损了近 1 万多元。他心里接

近崩溃，却还要骗家人说店里的各种“捷报”。

他没有气馁，也没有退缩，及时止损，换了个临近街口的门面，“终于扭亏为

盈，第一个月挣了 4000来块钱。”

最难过的时光，唐增总算挺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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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领域 专注锦鲤的养殖和销售

原本靠着小店，每月能挣个 1 万来块钱，他可以“躺”一“躺”了。但在他人生

字典中，没有“躺”，只有折腾。

“转发这条锦鲤，接下来这一年万事顺利。”网上转发锦鲤已经变成了常态。

现实中，色彩鲜艳的锦鲤鱼由于寓意着年年有余，也受到消费者青睐。

转发者无意，业者有心。三年后，2018 年，唐增瞅准锦鲤商机，迈了一大步，

在株洲大桥西桥头底下租了个近千平方米的门面，打造了一个锦鲤园，专注锦鲤

的养殖和销售。

积累多年养鱼和观赏鱼销售经验，再转到锦鲤养殖上，他以为能驾轻就

熟 ，哪 知 道 ，他 还 是“ 翻 车 ”了 。 养 了 一 年 的 锦 鲤 ，因 为 看 护 不 周 ，“ 基 本 死

光”。

擦干眼泪，总结教训，再出发，他终于掌握了养殖锦鲤的方法。

鱼养好了，能卖出去才是王道。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一开始，生意平淡无

奇。他除了免费送锦鲤上门外，还为客户免费提供鱼池消杀服务、科普养锦鲤的

知识，“不仅仅是卖条锦鲤，更是给客户服务的开始。”

苦苦坚持了 4 年后，他慢慢积攒了一批老客户，并开始给他介绍生意，“一个

客户曾介绍 9个朋友找我买锦鲤、做鱼池景观等，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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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园林 为美好乡村建设添砖加瓦

锦鲤养好了，唐增爱折腾的心又蠢蠢欲动了。

这几年，房地产一直走下坡路，但“采菊东篱下”的乡村田园生活成了很多人的诗

与远方；一个漂亮的院子，加波光粼粼、水清鱼跃的锦鲤鱼池成了农村小院的“标配”。

唐增瞄准了这一商机，建设了 20 余亩景观基地、60 余亩景观树基地，开始为

乡村振兴添砖加瓦，“我们加强了团队的建设，打通了乡村景观设计的全流程，有

鱼池、有景观、有花木果树等，助力大家实现心中理想的田园生活。”

他也因此跨界园林设计，“不懂就学，向专业的人学，从网络上学。”市场也慢

慢打开，从长株潭逐渐扩散到永州、上海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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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短视频风口 当养鱼科普博主

当大家以为唐增能安下心来时，他又有了新举动，当养鱼科普博主。

7 月 23 日下午 4 时，着一身唐装、戴一副复古眼镜的唐增出现在直播间里，和

网友互动，向大家介绍如何养鱼。

“这个造型，我特意请人设计的。”唐增表示，现在已经进入短视频时代，难以

想象养鱼+短视频后，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这条路不知是否正确，但我不能

错过，做了再说。”

只要锦鲤没生病，唐增的“细哥聊鱼”直播间就准时开启，通过网络把他的养

殖锦鲤生活和园林整体方案推向全国。

回想一路走来的创业经历，唐增表示，创业是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有时

候需要一些盲目乐观，“如果东西是好的，肯定有市场。坚持一段很苦的日子，甚

至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日子，好日子就会到来。”

对未来，唐增信心满满。当他这个目标达成后，爱折腾的他，又会有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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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小伙唐增创业路上不停歇，如今当养鱼科普博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