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2024年9月2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沈勇跃 美术编辑/言 岚 校对/袁一平 本土

醴陵窑入围
国家工业遗产第六批拟认定名单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蓉 通讯员/
康永田） 9 月 24 日，工信部公示国家工业遗产第

六批拟认定名单，我市醴陵窑在拟认定名单之列，

也是此次全省唯一入选项目。至此，我市共有 2 处

工业遗产，另一处为石峰区的粤汉铁路株洲总厂

项目。

国家工业遗产，是在我国工业长期发展进程中

形成的，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

和艺术价值，经国家工信部门认定的工业遗存。

醴陵窑大遗址分布于醴陵市沩山镇、枫林镇、王

仙镇、孙家湾镇及城区等区域，总分布面积 129 平方

公里，是全国面积最大的古窑址群，记录了从东汉

（25 年—220 年）延续至今的醴陵陶瓷产业发展轨迹

和成就，是一处保存较好且具有较高历史和社会价

值的大遗址群。其中，沩山窑片区、群力瓷厂和国光

瓷厂片区是醴陵窑大遗址的典型代表。

沩山窑区位于沩山镇的沩山村和新东堡村，窑

区瓷泥、松柴和水力资源充足，从宋代（960 年—1279

年）开始烧瓷，直至上世纪 80 年代，窑火绵延近千年，

保存了大量的古瓷窑遗址和文物遗迹，是研究醴陵

窑传统制瓷技艺和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群力瓷厂旧址位于来龙门街道八里庵社区玉瓷

路新村 1 号，前身是 1958 年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指示，

亲自批复拨款创建的醴陵艺术瓷厂，1965年 1月更名

为醴陵群力瓷厂，于 2011 年全面停产。群力瓷厂是

传承和发展当代釉下五彩艺术的典范，是当代中国

陶瓷工业的十分珍贵的活化石。

国光瓷厂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初年，是醴陵规

模最大的日用瓷生产企业，2008年 1月停产。生产的

高温白瓷产品，曾多次获得轻工业部金奖，是上个世

纪醴陵陶瓷巅峰时期的“见证者”和“创造者”。

醴陵窑大遗址是研究中国陶瓷历史和文化的重

要场所，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

有重要意义，是重要的旅游资源。2022 年底，醴陵窑

成功创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其中月形湾古窑厂、

水力练泥作坊、沩山古塔展示工程已对外开放，枫树

坡古道游客步道已完成改造。2023 年度醴陵窑景区

共接待游客 23万余人次。

“网红”水果走向平价

无论是在线下的水果店，还是线上的购物平

台，记者发现，水果降价都已成为普遍现象。

梨子素有润肺的功效，个头大、水分足、甜度

好的秋月梨，吃起来十分爽口，这两年跃升为“网

红”水果之一。9 月 23 日，记者在天虹生活超市看

到，黄澄澄的秋月梨被一个个包好，很是诱人，售

价仅为 17.98 元/公斤。天虹 App 上，2.25 公斤的秋

月梨（大果）标价 42.9 元/件，用券后到手价 39.9

元/件。在天元区新闻路的一家水果店内，秋月梨

按品质和个头分为四类，价格分别 19.6 元/公斤、

17.6元/公斤、11.6元/公斤、3.96元/公斤。

“水果之王”榴莲今年的价格也格外亲民，在

多家水果店、商超的价格都只要 40 多元一公斤。

老“网红”阳光玫瑰的价格也是一降再降。记者在

新闻路一家水果店看到，阳光玫瑰每斤只要 6.8

元，10元左右就可以拿下一提。

“前不久我还买到了 5.96 元一公斤的阳光玫

瑰，味道还不错。”市民罗女士表示，今年，她终于

实现了“阳光玫瑰自由”。

供应过剩，带动价格走低

今秋“网红”水果为何风光不再？在采访中记

者了解到，产量的相对过剩是主要原因。

“像秋月梨、阳光玫瑰这些水果，近几年种的

人增多，也就卖不起价了！”一位水果店老板告诉

记者，秋月梨去年的一般零售价是 24—30 元/公

斤，今年卖 20 元/公斤就不错了。还有许多“网红”

水果原本来自国外，但在引进中国后开展大面积

种植，价格也逐渐从“贵族”走向了“平民”。

不同地域所产的水果在口感上存在差异，也

会对价格产生影响。该老板表示，追求“上等品

质”的人士有更好的选择，但对于普通消费者来

说，10元以下的品种就完全足够了。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认为，2023 年的

中国水果产业出现了高速增长、高速扩容的红利

期，果农增长，进口商也在加大投入。种植的数

量，以及进口的数量都得到了增长。山东烟台莱

阳、青岛莱西是秋月梨的高产地，据公开报道，莱

西秋月梨年产 6万吨，今年的秋月梨的出货价每公

斤 6～8元，高品质的价格可以卖到每公斤 16元。

鸡蛋价格走高 每箱进价涨了20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任远） 最近，

市民王女士发现，最近鸡蛋价格涨了不少。普通

的土鸡蛋售价为 17 元/公斤，比平时大约贵了 2

元/公斤。

在河西一家农贸市场的鸡蛋摊位，摊主将不

同类别的鸡蛋一摞摞摆好，标上价格：三黄鸡鸡蛋

18 元/公斤、初生鸡蛋 30 元/公斤、五黑土鸡蛋 24

元/公斤、乌鸡蛋 24 元/公斤。价格均较前段时间

有所上涨。“一箱鸡蛋进价涨了 20 元，售价自然也

跟着水涨船高。”该摊主说。

在另一个鸡蛋摊位，摊主告诉记者，鸡蛋进价

已经涨了个把月，他们不敢涨太多，只能微调价

格，力求薄利多销。

业内人士解释，近期鸡蛋价格上涨，一是因为

持续的高温天，母鸡胃口变差，产蛋量下降；二是

随着各大高校和中小学陆续开学，鸡蛋需求量大

增，食品加工企业（如月饼生产）对鸡蛋的需求量

也很大。供应减少、需求大增，加剧了供需矛盾。

无人驾驶巴士
本月底亮相职教城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高晓燕 通
讯员/罗茜） 9 月 25 日，走进中车时代电动汽

车股份有限公总装车间，一排米黄色的萌萌哒

迷你小巴，正整齐排列在工位上。这是中车电

动研发的 5.3米微循环巴士，而在此基础上打造

的升级版 5.3 米无人驾驶微循环巴士，即将在

10 月株洲举办的第三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

会上亮相。

“5.3 米无人驾驶微循环巴士，搭载了基于

北斗技术的高精定位系统，能够实现 L4 级的无

人驾驶，北斗峰会期间将向大家开放试乘体

验。”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

心副院长文健峰介绍，这款迷你小巴士，能够

满足工业园、公园景区、学校、机场等各园区场

景的运营需求，全程无需任何手动操作。

此前，1.0 版本的无人驾驶微循环巴士，已

在成都、重庆、宜宾、上海等地投入运营。而此

次的 2.0版本，将于本月底率先在职教城范围内

开通，成为可手机预约乘坐的“网约公交”。

我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
第二轮申请已达1864台
全省排名第二，拉动销售金额2.8亿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任远） 记

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截至 9月 25日，我市共收到

第 二 轮“ 惠 购 湘 车 ”汽 车 置 换 更 新 补 贴 申 请

1864 台，全省排名第二，拉动汽车销售金额 2.8

亿元。

自 9月 20日我市开启第二轮“惠购湘车”汽

车置换更新补贴申请以来，首批 3500 万元补贴

资金（含补差）已基本申领完毕。9 月 25 日，我

市再投入 1500万元补贴资金。

第二轮补贴的范围是自 2024 年 4 月 24 日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在湖南省内转出（不含变

更登记，不含报废）本人名下的家用汽车，并在

株洲市内汽车销售企业购买家用乘用车新车

的。转出的旧车必须是本人名下小型轿车或

小型普通客车，购买的新车必须是小型、微型

（九座以内）家庭自用的非营运客车（含皮卡）

与第一轮补贴相比，这一次的补贴要求转

出的旧车于 2024 年 9 月 6 日前（含当日）登记在

申请人名下，补贴方式从消费券变成云闪付电

子红包形式发放，置换更新最高标准由原来的

6000元提升至 14000元。

中车电动研发的 5.3米微循环巴士。

记者/高晓燕 摄

天元区新闻路一家水果店门口，顾客在选购水果。

记者/罗春娇 摄

这些“网红”水果大跳水
其中秋月梨每公斤便宜了10元，不妨买点品尝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罗春娇）
香脆可口的秋月梨、清润甘甜的阳光玫

瑰、软糯多汁的榴莲……走进秋日的水果

店，各色时令水果纷纷上市。记者发现，与

去年同期相比，株洲近期上市的水果价格

普遍迎来“跳水”，20 元/公斤以下的散装秋

月梨、阳光玫瑰屡见不鲜。这个秋天，诸多

平价的水果能够让人一饱口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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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文化自信的体现

新中式养生为何这么火？

“疫情后，越来越多人重视身体

健康，对中医文化更自信。”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养生是防

火，治病是救火，防火比救火更重

要”的观念日益得到年轻人的认可，

因此，很多人从被动的就医诊疗，逐

渐转向主动预防保健。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统

计局、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等单位

联合发起的《中国美好生活大调查》

也显示，2023 年，18 岁至 35 岁年轻

人消费榜单第三位就是保健养生。

在不同养生方式中，更贴合现代人

生活习惯的“新中式养生”更受年轻

人欢迎。

需求就是商机。

《2017-2022 中国健康养生行业

市场发展现状及投资前景预测报

告》数据显示，当前健康养生市场规

模已超过万亿元，平均每位城市常

住居民年均花费超过 1000元用于健

康养生。其中，18 至 35 岁的年轻人

群 占 比 高 达 83.7% 。《“ 健 康 中 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对各类

健康产业提供政策支撑，到 2030 年

我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将达到 16

万亿元。

不过，专家也提醒年轻人，要警

惕 不 良 商 家 恶 意 制 造 的“ 健 康 焦

虑”。采访中，不少中医师对记者表

示，一些不良商家利用年轻人对脱

发甚至猝死的恐惧心理，夸大保健

品的正面效果，玩文字游戏，混淆视

听欺骗消费者。“年轻人应树立正确

的养生观念，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运动有度、情志有衡，才是保持身心

健康最有效的手段。”

【镜头二】
夜间中医理疗门诊排队的人

除了“遍地开花”的中式养生

馆，社区的中医门诊也为年轻人“亮

灯”。

自今年开诊以来，荷塘区月塘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茨菇塘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直到晚上 9

时，那里新推出的“中医夜间理疗”

门诊室里仍灯火明亮，不少年轻“上

班族”和“学生党”还在排队就诊。

“夜间前来就诊的多为颈肩腰

腿酸痛的‘上班族’和学生，针对肌

肉拉伤劳损及无菌性炎症导致的酸

胀疼痛，有些通过非专业的按摩是

无法得到较好的缓解，反而可能加

重疼痛症状，所以大家都会选择到

专业医院就诊。”在月塘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针灸推拿科，值班医生

张安喜正在为病人进行针灸治疗。

90 后李剑就是中医门诊里的常

客。因腰背部酸胀疼痛 3 月余，常

在劳累或受凉后症状加重，严重影

响工作生活。因白天要上班，他只

能下班后到按摩店或美容院按摩缓

解，但症状一直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在得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出中医

夜间理疗门诊后，他来此寻求治疗。

“医生针对描述症状进行专业

体 格 检 查 ，制 定 了 个 性 化 治 疗 方

案。经过 5 天治疗后，我的腰背酸

胀疼痛症状明显缓解，活动范围恢

复正常。”李剑说。

或针灸、或推拿，荷塘区月塘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茨菇塘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夜间中医理疗

门诊室里，每晚几乎都是满员，甚至

需要排队。

为巩固养生效果，不少市民还

搭配喝上滋补的养生饮。“最近气温

下降，有很多年轻人来购买阿胶、黄

芪、党参等滋补类药材。”上述中医

门诊负责人笑称，这代年轻人“最会

养生”。

【记者手记】

“新中式”
为消费添柴加火

近两年，“新中式”很

火，玩法也很多。从美妆

到养生，从茶饮到穿搭甚

至传统节日的礼物，“新中

式”风潮席卷了多个热门

赛道，成了消费市场新的

流量密码。

究其背后原因，“新中

式”背靠国潮。以旅游领

域为例，热门的“新中式”

旅行方式包括历史博物馆

参观、龙舟观赛体验、非遗

文化体验、历史文化景区

打 卡 、汉 服 妆 造 体 验 等 。

别开生面的文化之旅，“复

古 ”之 中 有 新 意 ：传 统 文

化、国风古韵被重新激活

和演绎，旅游市场丰富了

供给，游客旅行的丰富度、

体 验 感 得 以 提 升 。 如 此

“ 融 合 ”，自 然 有 火 的“ 资

本”。

而各种“新中式”业态

的走红，也折射出一些变

化。其一，需求变了。今

天的消费者，不再满足于

走马观花，更看重文化特

色、沉浸体验。其二，理念

变了。消费者转而追求返

璞归真，反映出日趋理性

的消费观念，展现出更加

成熟的文化心理。其三，

市场变了。比起“全而不

精”，打好特色牌变得更加

重要。传统文化便是一座

值得挖掘的“富矿”。

面对这波“富贵”，各行

各业各地不妨提前布局，把

传统技艺、特色民俗“请出

来”，精心“烹调”文化大餐、

创新服务体验，这才是市场

长久生存之道，也可为地方

消费添一把柴。

中式理疗馆“遍地开花”
——“2024有意思的消费现象”系列报道之三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蓉 文/图

当有人感叹“家门口的药店开得比奶茶店还多”时，主打中式推拿理疗的养生馆也开始“遍地开花”。

近日，记者通过走访调查发现，从写字楼里装修低调奢华的养生会所到商场里古风十足的连锁推拿按摩店，

从各大医院的中医理疗科到居民楼下接地气的推拿馆甚至美容理发店里，不少中式理疗馆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在

城市的每一条街道。养生沐足、刮痧火罐、推拿按摩等成为不少年轻人生活消费的“标配”。

中式理疗馆为何“遍地开花”？记者进行了采访。

【镜头一】
不比药店少的理疗养生馆

大街小巷，开得多的是药店，不比药店少

的，可能是各式主打中式理疗的养生馆了。

记者网上搜索“推拿”两字，株洲主城区便

有 120 余家主打中式理疗的养生馆，其中大部

分店都是这两年新开的，如主打非遗配方技艺

的“御医门”、讲究推拿按摩力度的“功夫肩

颈”等。

刘芸是推拿店的老顾客，小区里的推拿店

则是她的首选。“下班回家换了衣服，溜达溜

达就到了小区里的推拿店。60 元 1 个小时，连

推拿带艾灸，师傅的手法也专业，性价比很

高。”她说。

记者发现，以刘芸所在天元区昆仑首府小

区为例，小区周边 2 公里的范围内，新开了“御

医门”“功夫肩颈”“克丽缇娜”“耳沐一新”等

养生馆，还有各种主打中医养生理疗的诊所，

数量不下 10家。

“我现在把每月一次的‘火锅局’都换成了

‘养生捏脚局’。养生馆里装修时尚，按摩师

手法也很好，大家边按脚、边聊天，又放松又

舒服，这是现在很流行的周末休闲方式。”刘

芸说。

30 岁的王挺是一家企业的技术骨干，也

是典型的当代都市“打工人”。“我在电脑前一

坐就是一整天，超 8 小时的高强度工作让我的

头颈肩腰成为身体酸痛的重灾区，一动起来关

节就噼里啪啦地乱响。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朋

友的带领下体验了一次推拿按摩后，我就成为

按摩店的忠实粉丝。”王挺告诉记者：“当你体

验了推拿后，就会发现推拿对你来说只有零次

和无数次。虽然按的时候非常酸痛，但是按完

很轻松。每次 100 元左右，价格也能接受，所

以我固定每两周去一次。”

王凯向记者推荐的是一家株洲本土连锁

推拿按摩店。据记者了解，该连锁店在株洲有

4 家分店，分布在主城区的各大商圈和大型社

区周边。9 月 26 日下午 6 时 30 分，记者在位于

天元区的一家分店内看到，整体店面装修为新

中式风格，门口的休息区内有 10 多位客人正

在边用餐边聊天边等候。

“我们现在推出‘青年推拿’项目，网上团

购价 99 元。很多初次到店的客人都会选这个

项目来体验。”该店店员表示，“店内八成以上

的顾客都是年轻人。尤其是工作日中午和下

班后，很多上班族提前预约好时间，趁着午休

和下班时间来做推拿按摩。年轻人工作、学

习、生活压力大，通过按摩能快速得到放松。”

即使是美容理发店里，都增加了中式理疗

项目。在天元区黄河北路上的“名发廊”店

里，来洗头的比理发的还多，“中式茶敷套餐”

是客人最爱的项目。“用姜汁按摩头皮、肩颈，

加上油茶籽饼泡水洗头，会员价 60 元/次，可

享受 1 个小时的按摩、洗头两不误，太爽了。”

正在洗头的张女士表示，每周两次的“中式茶

敷套餐”，成为她雷打不动的养生习惯。

新开的中式理疗养生馆。

美容理发店里的“中式茶敷”配方。

医生张谢医给颈椎病头痛头晕患者做温针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