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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 ，是 末 伏 第 2 天 ，“ 湖 南 好 人 ”

称号获得者、谭文剑疑难病康复研究院院长

谭 文 剑 免 费 为 志 愿 者 提 供“ 三 伏 贴 ”第

三贴。

此次“三伏贴”公益活动从 7 月 13 日开始，

分 3 次进行，为志愿者、交警等免费提供“三伏

贴”“三伏汤”“三伏灸”。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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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现代物流
招商大会即将召开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喜张 通讯员/
文欢欢） 2024 年株洲现代物流招商大会计划 8 月

底召开。8 月 15 日，记者从大会筹备工作专班了解

到，这是我市推动现代物流业发展的一次重要盛

会，会上将推介发布一批标志性项目和成果，招引

一 批 国 内 外 龙 头 物 流 企 业 、战 略 投 资 者 和 合 作

伙伴。

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

性、先导性产业。大会筹备工作专班相关负责人介

绍，将借助这次大会，进一步推进我市运输结构更

加优化，物流成本逐步降低，物流产业提质升级，共

同构建供需适配、内外联通、安全高效、智慧绿色的

物流网络，加快建设现代物流枢纽城市、中部地区

国际物流通道。

近年来，我市聚焦高质量发展，持续开展“一降

一升”行动，有力推动物流成本降低，为实体经济疏

通“筋络”，助力企业“轻装上阵”。今年上半年，全

市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 14%，同比下

降 0.3 个百分点；公路、水路、铁路货运量占比分别

为 89.6%、4%、6.4%，公路货运占比近年来首次降低

至 90%以下，物流运行效率稳步提升。

目前，我市正在加快补链强链项目建设，全面

推动株洲铁路综合物流基地、三一铁路专用线等一

批补链强链项目建设，推进株洲农副产品批发交易

物流中心、炎陵湘东冷链物流产业园及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补齐冷链物流短板。同时，充分发挥铁路

和水路优势 ，争取至 2025 年铁路货运比例达到

7.5%，水路货运比例上升至 6%。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8 月 15

日，荷塘区政协医卫组、小茨微檬志愿服务中心、谭

文剑疑难病康复研究院三家爱心人士，齐聚一堂，

为失明空巢老人杨秋举行庆生会，庆祝其 65 岁

生日。

杨秋住在荷塘区红旗村社区平安小区，目前双

目失明，行动不便。小茨微檬志愿服务中心为其提

供“二对一”帮扶，安排 2 名志愿者常上门照顾其生

活，帮其买菜、买生活用品。“湖南好人”称号获得者

谭文剑多次免费为其送药，提供送医上门服务。

“感谢你们一直陪伴着我、护理我，时时刻刻关

爱我。”庆生会上，杨秋向志愿者表示感谢。

同时，杨秋也向志愿者透露了自己遇到的烦

心事。

“晚上休息不好，睡觉不着。”她反映，楼下有夜

宵店营业，深夜有食客喧哗，产生噪音，影响到

生活。

小茨微檬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将

现场核实情况，找商户进行沟通，把问题向居委会、

街道办及监管部门进行反映。

爱心人士
为失明空巢老人庆生

志愿者们为杨秋庆生。 记者/刘平 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姚时美） 在

天元区三门镇响水村，“村长茶馆”已成为村民解

决问题的好去处。在这里，村干部对每位村民笑

脸相迎，递上一杯茶，逐一解决问题。“村长茶馆”

成立 2年多来，已成功解决 70件矛盾纠纷，基本做

到了矛盾不上交、问题不出村。

“村长茶馆”位于响水村村部，是该村打造的

一处线下处理村中各项事务的平台。

“邻里矛盾、征地拆迁、基础设施等，都是‘村

长茶馆’主要处理的事务。”响水村党总支书记谭

正根说。

2022 年 4 月，响水村借鉴外地成

功经验，打造专门的阵地，成立“村长

茶馆”，将一切需要村干部介入的事

务，整合到“村长茶馆”，做到无论大事

小事都及时用心处理，保证矛盾不上

交，问题不出村。

该村有一段 1.6 公里的村道因年

久失修，坑坑洼洼，影响上百户村民出

行。去年，村民强烈要求修整。“村长

茶馆”召集村干部、村民代表商议后，

立即行动，向天元区申请共计 90 多万

元的“一事一议”项目资金和乡村振兴

帮扶资金，将该路段铺上沥青。

不久前，该村两户积怨颇深的村

民因水源灌溉问题大打出手，导致一

人受伤。两人被邀请到“村长茶馆”喝

茶，经过村干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

劝说，双方认识到各自的错误，打人者

赔偿了医药费，被打者得以灌溉菜地，

双方也握手言和。

谭正根介绍，2 年多来，该村共发生各类矛盾

纠纷 70件，均在“袅袅茶香”中得到解决。

“一张茶桌一杯热茶，不仅拉近了村干部和群

众、群众和群众之间的距离，也让问题在轻松的氛

围和环境中得到了解决。”谭正根说。

谭正根说，下一步，“村长茶馆”将建立矛盾纠

纷解决台账，将村里所有矛盾纠纷记录在册，跟踪

动 态 ，将 其 控 制 在 萌 芽 状 态 ，真 正 实 现 问 题 不

出村。

“村长茶馆”：让矛盾在茶香中解决

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在“村长茶馆”内商议村道修整事宜。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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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吃、有玩、有逛，就一定能吸引客流，提

升消费吗？

从株洲目前各个夜市运营的情况来说，

答案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在天元区庐山路附近运营 2 年的银杏夜

市，此前宣布暂时关停。这个夜市开局火热，

设有 1350 平方米的小吃美食专区，一期 60 多

个摊位开业初期就完成招商，希望打造“河西

版钟鼓岭”。

在运营团队看来，这里的优势明显：场地

开阔且停车便利，经营户和消费者都能有更

好的消费体验，也适宜发展夜间观光游等活

动项目。但另一方面，周边住户以中年群体

为主，夜市最活跃的年轻消费群体不多，意味

着经营者需要更懂得如何与消费者互动、增

强客户黏性，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更高的引

客成本。

这一点，建宁文化市集运营方负责人李

波颇有感触。“目前我们做活动的时候人气沸

腾、消费火热，但平时的客流转化成消费力的

情况还有待提高。”李波分析，周边住户中年

群体较多，靠活动吸引的青年群体很难形成

高频客流。目前，他也在思考如何完善运营

方案，引入更具竞争力的产品项目，打动越来

越精明的消费者。

流量，依附在业态之上。毫无疑问，随着

本地夜间集市增加，各个夜市商圈争抢客流

都 靠“ 复 刻 ”小 吃 街 、延 长 营 业 时 间 ，很 难

突围。

集市经营如何脱颖而出？如何打造更具

辨识度的品牌形象和特色业态？对市场需求

最敏感的一批从业者们，正在实践中求证。

有夜市人气超预期，也有夜市暂时关停

株洲夜经济走向年轻化多元化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去年以来，业态新颖、形式多样的夜间集市，在株洲各
大商圈周边扎根，吸引不少消费者前往。

与此前相比，现在的夜市不再局限于购物和餐饮，还
增加了非遗文化、社交娱乐等多种丰富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创业者逐渐成为本地夜市经营主
力军，为夜经济发展注入朝气与活力。

暮色四合，位于天元区泰山西路的青年街夜市亮起霓虹

灯，百余米的街道上，醴陵炒粉、麻辣烫、“网红”拇指生煎等小

吃应有尽有。食客们从周边赶来，或穿梭于各摊位前挑选心仪

的美食，或围坐于街边空地的桌椅上畅聊，享受休闲时光。

商户朱亮早已摆好摊位，他家臭豆腐因为讲究干净、口味

好，所以他的摊位人气很高。“刚来就卖了 10 多份臭豆腐，今晚

的营业额又能上千元了。”朱亮笑着说，干活更起劲了。

这个夜市于上个月底开业，目前设有 50 余个摊位，每天客

流量约 2000 人次。“目前还没到开学季，有这个人气已经很超预

期了。”夜市负责人黄兴介绍，当时一眼相中在这里打造夜间集

市，主要考虑到周边商圈、居民区逐步成熟，以及临近湖南工业

大学的消费需求。

此时，位于芦淞区的邵兴城夜市也迎来一天的繁华时刻。

这个夜市于去年8月1日开业，由于靠近株洲火车站，辐射周边芦

淞服饰群等商圈，人气持续高涨，俨然成为株洲夜经济“新地标”。

提起株洲的夜经济，最具影响力的无疑是钟鼓岭步行街

夜市。

这两年，我市持续挖掘夜间经济消费潜力，提升城市商圈

消费活力，引导社会资本打造了绍兴城夜市、王府·星 Mall 夜

市、建宁文化市集等多个夜间经济示范点。与此同时，不同商

圈的运营方各展身手，打造潮流地标吸引模板消费者。

比如王府·星 Mall外的夜市，除了传统的餐饮美食摊点，还

有鲜花、萌宠等小众摊点；邵兴城夜市半数以上是服饰、小商品

摊点，形成差异化运营；建宁文化市集则通过开展夜游、非遗文

化活动吸引客流。

可以说，夜间集市已经成为株洲各大商圈吸引客流的新

品牌。

年轻化成为当下夜间消费的一个新特征。以 80 后、90 后甚

至 00 后为主的消费者，追求高品质、有态度的生活方式，向往更

具设计感、人情味的消费新场景。

与此同时，另一批年轻创业者也投身夜经济。相比传统的

夜宵、夜市，年轻人更了解市场需求，能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

推动夜市持续火热。

小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花卉”，不忙的时候还可以提供

Q 版人物手绘服务，这是 25 岁的小姜，在芦淞区双银大厦附近的

华乐夜市摆摊创业的项目，主营手工钩针制品。

此前，小姜已经开了两年网店，在“小红书”平台上积累了数

千名“粉丝”，对她来说，线下出摊最初只是一种尝试，但在以小

吃为主的夜市里，这种有特色的手工小店格外显眼，让她迅速开

拓了一批新客。小姜介绍，一般节假日出摊的营业额可以达到

上千元，平时还可以接到本地的手工钩织小包、衣服等定制订

单，让她在创业浪潮中成功站稳了脚跟。

创业者们在集市上贩卖自己的品味和生活态度，吸引同好

者购买交流，也是需求多元化的生动体现。

在绍兴城夜市摆摊的蒋婷，看准了人们对性价比消费的需

求，专做换季服饰生意，两件衣服售价 49～99 元不等。“有不少是

从周边县市坐火车来株洲买衣服的客户，我这个摊位是他们的

必经之路。”蒋婷分析，外地来株洲采购的往往更希望买到物美

价廉的服饰，她的衣服单件利润可能只有几元钱，但现在生意稳

固，每晚的营业额也可以达到 2000元左右。

作为一名80后创业者，黄兴在打造天元区青年街夜市的前期，

就考虑打造多元化的消费业态，但实际招商过程中接触的主要还是

美食小吃类摊点。同业较多，也是很多商圈运营方面临的情况。

黄兴介绍，为了保证经营质量，他们在集市设计上增加了符

合年轻人审美的霓虹灯、星光灯等装置，随着开学季来临，还在

策划通过定期举办音乐表演、主题展演等拉动人气。

“现在的夜市商业需要不断完善服务功能，为消费者提供情

绪价值。”在黄兴看来，产品创新、运营理念更新，才能推动夜经

济商圈实现良性循环。

1 “烟火气”成商圈新品牌1

年轻创业者为市集添新意22

烟火气如何持续形成消费力？3

邵兴城夜市有半数以上是服饰、小商品摊点，实现差异化运营。 记者/伍靖雯 摄

天元区青年街夜市在设计风格上主打潮流简约，吸引年轻消费者。 记者/伍靖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