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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温琳） 9月 15日晚，一场别开生面的

“中秋国潮奇妙夜”活动在株洲市图书馆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将传统节

日的温馨氛围与现代国潮元素巧妙融合，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一场视觉与

文化的双重盛宴。

活动现场，古色古香的装饰与温馨的灯光交相辉映，营造出浓厚的

节日氛围。“超级月亮”吸引了多位身着汉服的市民上前合影留念。

着汉裳、飞花令、趣投壶、古筝演奏、提灯夜游，仿佛带领大家穿越千

年回到了风雅颂的年代。国潮故事会以道具演绎和生动讲述再现了《吴

刚伐桂》的神话故事，带领小朋友们走进了充满想象与奇幻的故事世界，

激发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

市民还在现场体验了月亮灯制作，与亲朋好友共同创造属于自己独

一无二的“月亮”。随后大家提着自己亲手制作的灯笼，在图书馆的山水

园林间漫步，灯光与月光交相辉映。

此次“中秋国潮奇妙夜”通过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传统文化活动，让市

民在欢乐中近距离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促进了家庭

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举办更多

类似的文化活动，为市民提供更多元、更丰富的文化体验，共同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市图书馆举办“中秋国潮奇妙夜”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萍） 开

学没多久，7岁男童晨晨总说牙齿不舒服。晨晨

妈妈范女士带着孩子到医院一检查发现，孩子

除了有一颗虫牙外，还有五、六颗牙齿已经出现

了“可乐牙”。“接诊医生说，整个暑假她看诊的

孩子里，90%都有轻重不一的‘可乐牙’的情况，

这与孩子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范女士说。

什么是“可乐牙”？它实际上是青少年长期

摄入可乐等碳酸饮料后发生在牙齿上的一种疾

病，应该叫“牙齿酸蚀症”。在碳酸饮料中以可

乐、雪碧等最为普遍，所以医生们直接称它为

“可乐牙”。日常饮用的碳酸饮料、运动饮料、果

汁等，是牙齿酸蚀症的重要危险因素。

含糖饮料喝得多，牙齿“病”了

暑假里，一天一支冰激凌，两天一瓶饮料是

晨晨的日常标配。“我们都要上班，小孩白天都

在爷爷奶奶家带。”范女士说，“老人对小孙子提

的生活要求，几乎从不拒绝。”两个月下来，牙齿

成了不良生活的受灾区。

“我料到了他可能会长虫牙，却没料到会长

‘可乐牙’。”范女士说。

晨晨到株洲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就诊时，接

诊医生欧素珍一再提醒范女士和晨晨，必须戒

掉喝碳酸饮料的习惯，否则牙齿会出现大问

题。“晨晨有五、六颗牙齿已经出现白垩色脱矿

了，这都是饮料惹的祸。”欧医生说，还好，晨晨

就诊及时，她当即给晨晨做了牙齿涂氟处理。

90%小患者都有“可乐牙”症状

据欧医生介绍，每年暑假都是学生、幼儿患

者就诊的高峰期。在今年就诊的孩子中，90%的

小朋友都有“可乐牙”情况，“这与现在孩子的生

活习惯有关，饮料喝得多。”碳酸饮料、果汁是解

渴良品，但因为含有酸性成分，长期饮用会使牙

齿受到酸性物质侵蚀，牙齿变得脆弱、敏感，从

而患上牙齿酸蚀症。特别是近年来，青少年碳

酸饮料和运动饮料以及果汁的摄入量不断增

加，而且饮用完后不注意有效防护，因此，青少

年发生牙齿酸蚀症的概率越来越大。

欧医生提醒，大家尽量喝白开水，不喝或

者少喝酸性饮料。如果喝了饮料后，立即用

清水漱口，但应避免立即刷牙。用清水漱口

可以稀释饮料的酸度、清除酸在口腔中的残

留。为什么应避免立即刷牙呢？这是为了避

免引起牙齿表面受酸软化后被过度磨损。如

果 是 含 氟 漱 口 水 ，可 以 立 即 使 用 ，但 用 含 氟

牙膏刷牙应在喝完饮料 1 个小时以后。如果

已经形成了酸蚀损害，应尽快咨询专业口腔

医生进一步修复治疗。

7岁男童爱喝饮料患上“可乐牙”
不良生活习惯导致 青少年发病率很高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邱鹏 通讯员/王坚 罗
冲） 近日，天元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联合庆霞社区、晋和

物业在湘水湾幸福广场以“花好月圆 万事顺意”为主题，与

大家一起 DIY 冰皮月饼、品月饼、趣玩垃圾分类游戏，共度

花好月圆夜。

活动现场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在经过垃圾分类活动

点时，不少家长及小朋友好奇地停下了脚步。见此，工作人

员向家长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手册，讲解垃圾分类对保护美

好家园的重要性，并结合垃圾分类投一投游戏，让孩子们在

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垃圾分类知识，学会如何对生活垃

圾进行四分类，从而在他们心中种下垃圾分类的小树苗，使

其慢慢成长、开花、结果。

从火药味十足到达成共识，“微协商”惠及“大民生”——

一次特殊的小区协商会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逸峰 通

讯员/郭青燕） 看现场、查问题、提出方案……

近日，石峰区政协致公·侨联界别委员工作室在

学林街道三冲社区凯风珑城小区组织了一次特

殊的小区协商会。从开始的火药味十足，到逐

渐心平气和，再到最终达成协商意见，这次“株

事好商量”协商活动，真正让“微协商”惠及“大

民生”，解决了群众急难愁盼。

事情还要从去年说起。学林街道三冲社区

凯风珑城小区楼顶及外墙面瓷砖脱落严重，高

空瓷砖松动坠落，对小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造

成严重危害。

接到居民反映后，小区物业公司立即进行

紧急处置。但因小区尚未成立业主委员会，无

法通过启动维修基金来解决瓷砖坠落的隐患问

题。无奈之下，小区居民向区政协委员反映。

石峰区政协致公·侨联界别委员工作室召集人

迅速组织界别全体委员、社区、街道、区物业服

务指导中心、市房屋维修资金办以及业主代表，

开展协商。

“一大片瓷片突然从老伴耳边掉下去，差点

要了他的命！”74 岁的小区居民刘娭毑情绪激

动，率先发言。

协商现场，凯风珑城小区业主代表详细介

绍瓷砖脱落的情况和诉求。物业公司负责人详

细说明前期所做的工作、紧急处置措施，以及无

法启动维修基金遇到的困难。政协委员则根据

自身的专长及经验，积极建言献策。最后，各方

达成一致意见：由物业公司迅速摸清小区瓷砖

掉落的详细情况以及维修预算，并立即制作警

示标牌、防护网等，提醒住户加强安全防范。各

部门各司其职，特事特办，启用应急维修基金，

对存在的隐患做到应修尽修。

“我们老年人行动慢，为了防止意外，已经

很久不敢在楼下聊天了，以后终于又可以放心

地在楼下活动了！”刘娭毑全程参与了本次协商

活动，最后满脸笑容、心平气和地离开了协商现

场。

荷塘区8位老人收到
“爱心防跌包”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旷昆红 通讯员/徐清颖
帅金花） 9 月 13 日，荷塘区明照街道发起“中秋团圆，安全

相伴”主题活动，为 8 位困难老人送上量身订制的“爱心防

跌包”。

当天，明照街道社工与志愿者来到困难老年人家中，为

他们送上“爱心防跌包”。为确保老年人能够熟悉使用“爱

心防跌包“，志愿者细致地向每位老人介绍手杖、可移动马

桶、扶手、防滑拖鞋等防跌用品的功能与使用方法，以确保

他们能够充分理解并正确使用这些重要的安全设备。特别

是在讲解扶手时，志愿者不仅详细阐述了扶手在预防跌倒

中的关键作用，还演示并引导老人体验扶手的高度与舒适

度。

“谢谢你们的讲解，不然我们都可能不会用。”收到防跌

包的长者脸上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表示防跌包很实用。

据悉，本次派发的“爱心防跌包”从老人日常走动、夜晚

起身、浴室洗澡等方面综合老年人的实际情况进行考虑，配

置了防跌拐杖、可移动马桶、扶手、防滑拖鞋等，以满足老年

人的居家安全需求。

明照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关注老年人

的实际需求，持续做好老年人关爱服务，不断提升他们的生

活质量，增加他们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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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小朋友们很踊跃。通讯员供图

趣玩垃圾分类 共创花好月圆

购房原因：自主与未来的双重投资

如今，未婚女性购房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趋势。通过对不

同背景女性的采访，记者发现她们选择独立购房的动机远比表面

看起来的要复杂和多元。

“我买房，就是为了让自己多一份安全感，”受访者思思如是

说。她的话语简单而直接，却道出了众多未婚女性的心声。在个

体化的社会背景下，女性不再满足于传统的依附性生存状态，而

是追求更自主的生活方式。拥有自己的房产，对她们而言，意味

着在生活的风雨中有了遮风挡雨的港湾。

经济独立是许多未婚女性购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随着女

性在职场上的成功，她们拥有了更多的经济自主权。购房成为她

们展示经济实力和独立精神的一种方式。这种经济上的自主，进

一步强化了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

此外，对于一些来自农村的未婚女性来说，购房是实现从“农

村人”到“城市人”身份转变的重要一步。拥有城市中的房产，对

她们来说，不仅是融入城市生活的标志，更是一种社会地位的提

升。

“房产作为一种稳定的资产，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经济安全

感。”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认为购买房产是一种保障，不论房产

的规模如何，都能赋予她们强大的自信。

购房意愿，女性高于男性

在株洲的街头巷尾，我们进行了一项

调查，采访了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市民，以了

解他们对未婚女性购房的看法。

59 岁的退休教师张阿姨，非常支持女

儿自己买房的决定。她认为，现代女性与

她们那一代人不同，她们有着自己的想法

和追求。张阿姨说：“有房子，她们心里踏

实，我们做父母的也放心。”

“我觉得挺好的，这说明女性越来越独

立了。如果将来我女儿要买房，我也会帮

她一把，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42 岁的

李先生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女性

购房是好事。

90 后的程序员小陈则从另一个角度

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表示尊重女性的选

择，并认为如果她们有能力自己买房，那当

然好。小陈说：“我自己也在考虑买房。现

在社会变化快，有个自己的小窝，感觉更有

安全感。而且，这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投

资。”

从事金融行业的赵先生则从社会进步

的角度看待这一现象。他认为女性购房是

社会进步的体现，说明女性在经济上越来

越独立。赵先生说：“这也提醒我们男性，

要更加努力，不能落后。”

记者发现，社会对未婚女性购房的态

度正在逐渐变得更加开放和支持。无论是

老一辈的父母，还是同龄的男女，大多数人

都认为这是女性独立自主的表现，也是一

种社会进步。

此外，根据 DT 财经发布的《2024 年轻

人购房意愿调查报告》，女性的潜在购房意

愿高于男性。在女性买房的理由中，“结

婚”仅占 17.9%，远低于男性的 33.9%。而

安居客的《2024 女性置业调查报告》显示，

买房的未婚女性中，有 45.5%是靠自己攒

钱支付首付的，这一比例接近一半。这些

数据进一步证实了女性在购房决策中的独

立性和自主性。

独立买房，她们故事

A.“家”的执念
36 岁的思思站在她新家的落地窗前，

眺望着城市夜晚的灯火。这套位于天元

区的 52 平方米公寓，对她来说，不仅仅是

一个居住的空间，更是她独立与自由的象

征。

几年前，一段不愉快的分手经历给了

思思深刻的教训。那时，她与前男友共同

生活，但当关系破裂时，她发现自己竟无

处可去。“那时，我几乎是被赶出来的。”思

思回忆道，语气中带着一丝自嘲和坚定。

那一刻，她意识到，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空间，她就像是没有根的浮萍，随时可能

被生活的风暴吹散。

思思下定决心，她要拥有一个真正属

于自己的家。她开始节衣缩食，攒钱，同

时研究楼市动态，了解房地产市场。这个

过程并不容易，但她的决心从未动摇。今

年年初，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买下

了这套公寓。虽然每月的房贷占据了她

工资的三分之一，但那份踏实感和成就感

让她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现在，我终于可以说，这就是我的

家。”思思笑着说，这个家，是她努力工作、

节俭生活的结果，是她对未来的承诺和对

自我价值的肯定。

B.“水到渠成”之选
在长江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29 岁

的小璐正翻看着手中的房产广告，她的眼

神中透露出一种从容和自信。对于她来

说，买房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个自然

而然的选择。

“存款够了，政策也利好，我觉得是时

候给自己一个安身之所了。”小璐的声音

平静而坚定。作为一名职场女性，她一直

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发展，并不急于步入婚

姻。在她看来，人生最重要的是快乐，而

不是社会的期待。

小璐坦言 ，自己不想为了结婚而结

婚，也许以后遇到志同道合的人会考虑，

她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兴

趣和事业上。买房对她来说，是对自己努

力工作的奖赏，也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规

划。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拥有一

个温馨的家，一个可以放松身心、享受生

活的地方。

“这只是一个开始，我还有很多梦想

要去实现。”小璐认为，买房只是她人生旅

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而不是终点。她还有

更远大的目标，更多的梦想要去追求。

这个中秋假期，36岁的株洲市民
刘思，在自己52平方米的新房中享受
着节日的宁静。

“无论房子大小，它都能给我足够
的底气。”未婚的刘思强调，她买房与
婚前财产无关，她只是刚好单身，刚好
买了房子。

“女生到底要不要婚前买房？”近
日，这一话题也在互联网上掀起了波
澜。有人认为，婚前买房的女生在相
亲市场上可能会“扣分”，但她们的独
立和自主精神却令人钦佩。今天，我
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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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大多数女孩
长大后是没有家的”，这句话虽然可能有些夸张，但
在某种程度上却反映了一些未婚女性的现实困
境。对女性而言，“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究
竟有什么意义？物质上的独立，还是精神上的自
由？除了她们自己，没有人能替她们下结论。

“筑巢不待凤”

女生婚前购房，独立还是负担？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文/图

网友热议女性买房。
女性在经济上越来越独立。

记者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