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球是当下年台球是当下年
轻群体休闲娱乐的轻群体休闲娱乐的
选择之一选择之一。。近年来近年来，，在株在株

洲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中洲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中，，
自助台球厅以其独特魅力改自助台球厅以其独特魅力改
变娱乐习惯变娱乐习惯，，引领消费模式引领消费模式
革新革新。。

自助台球厅的魅力何自助台球厅的魅力何
在在，，又面临哪些挑战又面临哪些挑战？？近日近日，，
记者来到我市多家自助台球记者来到我市多家自助台球

厅进行深入探访厅进行深入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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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兴的消费模式在为消费者带来便捷

与乐趣的同时，也引发不少困扰。

采访中，球友张先生向记者吐槽，他上周去一

所自助台球厅打球，休息区堆满前桌客人留下的

垃圾，本着来放松娱乐的张先生顿时兴致全无。

“球杆有很多坏的，没有人去管理，店里也找

不到人去反映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同样

困扰着一众自助台球厅经营者。

自助台球厅缺少专业人员的服务，球厅大部

分时间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卫生、设施以及突

发事件等问题，商家不能及时去处理。“我一些同

行店里的球杆、球桌被人恶意损坏，无人看管很

难及时发现，追责也是个麻烦事。”一品牌自助台

球厅老板说道。

不少自助台球厅经营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们正在加强视频监控，并考虑引入智能警报系

统，确保顾客的安全和场馆的秩序。也有业内人士

建议，无人化消费模式应与个人征信结合，并完善

相关法律程序，推动无人化经营模式的健康发展。

如果说无人管理所带来的风险是那些显而易

见、易于识别，且通过一定策略能够有效应对的潜

在忧虑，那么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的问题，则可能是

一段时间内持续困扰整个行业的深层挑战。

从扫脸进门，到线上小程序绑定个人信息下

单，这其中会不会存在安全隐私泄露的风险？采

访中，也有球友对此深表担忧。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用户的姓名、身份证件

号码、电话号码、账号等信息属于用户的个人信

息。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

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

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

自助台球厅在运营过程中，如果未能妥善保

护用户的个人信息，导致信息泄露，就可能违反

《个人信息保护法》。记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搜

索自助台球厅的相关论坛，其中，最为网友们热

议的话题之一便是关于个人隐私安全是否存在

泄露风险的讨论。

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指出，在无人化消费模

式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个人隐私信息保护已成为

亟待解决的问题。商家在追求便捷与效率的同

时，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用户信息

的安全。

对此，有专家指出，无人化消费模式中的个

人隐私信息保护问题，还需要政府、商家、消费者

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技

术防护、内部管理、监管执法和公众意识提升等

方面的工作，共同构建一个安全、便捷、高效的无

人化消费环境。

无人化消费模式在株洲无人化消费模式在株洲

自助台球厅自助台球厅，，科技加持下的娱乐新选择科技加持下的娱乐新选择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张威张威 实习生实习生//高昆高昆

9 月 27 日，晚上九时，湖

南工业大学旁一所叫“小铁”

的台球厅里人头攒动，现场时

不时传出“好球”“漂亮”。球

厅生意不错，但与其他球厅不

同的是，这家球厅内却没有一

位工作人员。

这所自助台球厅的老板

刘俊杰对记者说，他加盟的

“小铁“自助台球，通过 AI 锁

球器、AI 灯控、VR 人脸门禁

等技术，消费者从进门到离

场，单凭一部手机就可以全程

自助操作。包括提前订台、选

择球桌、调节空调、音乐等设

备、暂停和恢复计时等，非常

方便快捷。

“没有店员服务，对于消

费者反而更自在。明码标价，

也没有‘被宰’的风险。”常来

这里打球的白同学道出选择

自助台球厅的原因。

记者在现场采访时观察

到，前来打球的顾客主要集中

在 20至 35岁的年轻族群。

眼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喜欢给自己打上“社恐”的标

签，追求无拘束、无干扰、不逢

迎的状态。自助台球厅的出

现，为年轻人创造了休闲娱乐

的“清净之所”。

采访过程中，过半数受访者

对这种自助台球厅的“新模式”

持欢迎态度。这种新型自助消

费模式，以其方便快捷、服务个

性化的特点吸引不少消费者。

其实，早在 2020 年，我国

首家自助台球厅便在北京落

地，两年后，这股无人化的新

风潮也吹到了株洲。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株洲城区有自

助台球厅 42 所，仅从 2023 年

到现在一年多时间，就新增

32所。增长速度相当之快。

有业内人士预测，未来在

株洲，像这样的自助台球厅将

会越来越普及，或将成为整个

行业的“新玩法”。

自助台球厅的诞生不仅为消费者带

来焕然一新的娱乐体验，也为经营者带来

新机遇。

2022 年，刘俊杰退伍后，出于对台球

的热爱，萌生了开一家台球厅的想法。“开

一家规模较小的传统台球厅，房租、设施、

装修以及雇佣员工，初期投入成本大概在

40万元左右。”他盘算道。

一次机缘巧合，他了解到自助台球厅

的新运营模式，加盟品牌店后技术支持、

设备采购和系统维护均由各总部负责，一

步到位。从开店到运营，全程“保姆级”的

服 务 ，而 且 投 资 成 本 控 制 在 20 万 元 以

内。这对于当时的创业“小白”刘俊杰来

说，自助台球厅成为“最佳答案”。

与传统台球厅相比，自助台球厅减少

了人工成本的投入。账目、设备、到店情

况……用一部手机，就可查看所有后台。

“球厅最大的支出就是人工和管理，现在

自己一个人可以轻松搞定。”刘俊杰介

绍道。

在泰山路上一家“谈小娱”24 小时自

助台球厅内，也是一派顾客盈门的景象。

这是一家从传统台球厅“转型”而来的自

助球厅。老板陈忠在看到不少同行“转

型”做自助台球厅，他赶紧算起“账”来。

“传统台球厅前期投入太大，回本周期

长。现在‘升级’后，成本降低不少，回本

更快。”2023年底，他也跟上了这波潮流。

有业内专家表示，有 AI 的加持，自助

球厅成为低成本、低负担的“优质赛道”。

无人化自助运营，减去大头的人工成本。

以“小铁”品牌为例，全国各标准店月均收

入 2 至 4 万元，平均一年半左右即可回本，

最快预估可在半年内回本。

刘俊杰与陈忠一致认同，自助台球厅

所采用的全新无人化消费模式，其最显著

的优势在于减少前期投资与日常经营的

成本。这种成本效益的直接转化，最直观

地展现为消费者所享受到的价格优势。

对于自助台球厅的价格优势，消费者

最有发言权。“部分传统台球厅，一小时大

约是 20 元左右，高级的甚至超过 40 元。

现在去自助台球厅，一小时的价格在十到

十五元之间，实惠不少。”不少球友表示。

“新运营模式已然成为行业内的一种

新趋势，相信还会迎来更多的入局者。”对

于行业的发展，刘俊杰信心满满。

在技术不断更新的当下，自

助台球厅“无人化”消费模式是

否能够适用到更多领域？

2024 年 6 月 13 日，株洲首个

“无人”农场迎来首秀，标志着科

技在传统农业领域的深度渗透

与成功赋能，展现了无人化技术

在生产实践中的卓越成效。而

在消费领域，无人化的浪潮亦在

稳步前行，预示着一场消费模式

的革新。

这些年，株洲街头涌现出各

种无人商店、无人快递站、这种新

的无人消费模式悄然走进大家的

日常生活，其方便快捷的方式或

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据株洲市统计局给出的数

据：去年，商务和文体产业持续

回暖。规模以上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

收入分别增长 21.5%和 11.4%。

数字背后，是文娱产业市场

保持繁荣态势，无人化消费模式

市场潜力巨大，大有可为。

然而，在无人消费模式仍存

在一些问题不可忽视，对于经营

者来说是不小的挑战。有业内

人士坦言，无人消费有可能成为

未来消费的一种发展趋势，但能

否具有长久生命力还需观察。

今年，国务院颁发《关于促

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指出 ：加快生活服务数字化赋

能，构建智慧商圈、智慧街区、智

慧门店等消费新场景，加快无人

零售店、自提柜、云柜等新业态

布局。

这一政策的出台将促进技术

创新与产业升级、优化消费环境、

推动无人消费模式广泛应用以及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未来，随

着政策的深入实施和市场的不断

发展，无人消费模式在株洲有望

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期待越来越多的无人消费

模式应用场景在株洲出现。”刘俊

杰信心满满，正紧锣密鼓地筹备

着下一家门店的扩张计划。

装修前卫的“无人”球厅越来越受球友欢迎。记者/张威 摄

新局面：
无人化消费模式
或成发展趋势

4
新模式：

从业者眼里的
“优质赛道”

2
新“玩法”：

“无人”球厅
越来越受欢迎

1
新问题：
“无人”

成为运营管理新挑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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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香山项目复工 198个家庭盼交楼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李军 通讯员/刘亚欢

10月14日早上6时多，蒋旭兰起床后的
第一件事，照例是透过租房的阳台窗户，看不
远处檀香山项目4号栋的施工情况。延迟未
交付的房子，一天天地在眼皮底下建设，这让
她心安。

“如果檀香山项目都能复工续建，其他项
目就都能搞好。”某次全市“保交楼”工作推进
会上，有干部如此感叹。该项目复工的艰难，
由此可见一斑。

直面诉求、攻克堵点、助力复工，在芦淞
区龙泉街道，一面鲜红的党旗逐渐燃起 198
个家庭的希望，让他们离“安居梦”越来越近。

40多岁的蒋旭兰是邵阳人，在芦淞区从事服装

辅料行业，于 2018 年初买了檀香山项目的房子。

来株洲多年，她慢慢喜欢上这座城市，买房也是为

了在此安家。

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原因，2013年开工建设的诚

建·檀香山项目在 2018 年底停工，4 栋、6 栋及 7 栋

只“建了个框架”，外立面、地下室、消防和装饰工程

都没完成。

2021 年 3 月，开发商诚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向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让情况雪上

加霜。

惊愕、愤怒、迷茫，蒋旭兰和其他业主一样，得知

楼盘“烂尾”后踏上维权之路，并成为业主代表之一。

安居是民生之本，市区两级成立专班全力推

进，只为“把房子尽早交付到购房群众手中”。

颜良青是芦淞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此前担任龙泉街道党工委书记。2021 年 9 月，芦淞

区成立诚建·檀香山项目工作专班，他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主动请缨担任该项目的街道包案领导。

知情的人都说，这个项目是“最硬的骨头”。

檀香山项目靠近城市环线，三栋“烂尾楼”涉及198

户购房者，业主反映强烈，而项目“烂尾”年限已久、资

料遗失严重、资金缺口大等原因客观存在，十分棘手。

对颜良青来说，困难不止于此。在龙泉街道，

涉房地产领域矛盾化解项目有五个，占芦淞区的一

半，每个项目都挺复杂。“最硬的骨头和其他骨头要

一起啃，”这让他起初“焦虑得连觉都睡不好”，切身

体会到了什么叫“连轴转”“脚不沾地”。

为了让购房者安心，颜良青公布了自己的联系

方式，及时了解购房者的诉求，解答他们的疑虑。

一开始，经常有购房者到颜良青办公室或打电

话来问进展，晚上 11 时多也有电话打进来。但他

能理解，“业主也有自己的工作，他们可能刚忙完才

下班，而房子是他们最大的念想。”

龙泉街道党工委委员、人大工作委员会主任李

卉记得，去年 8 月，檀香山项目处于复工续建的关

键期，颜良青自愿放弃年休假，“就是担心购房者有

需求或项目要协调，却找不到他。”

以党组织为堡垒，龙泉街道对所有五个涉房

地产矛盾化解项目实行“五个一”：一个项目、一

名领导、一个专班、一套方案、一包到底，制定“一

案 一 策 ”化 解 方 案 ，并 采 取“ 挂 图 作 战 ”的 形 式

推进。

在檀香山项目复工过程中，李卉是业主代表接

触最多的党员干部。

2022 年 8 月，国家“保交楼”政策出台。为争取

将檀香山项目纳入我市首批“保交楼”项目获得融

资，李卉和项目破产管理人邝媛一起辗转多个部

门，马不停蹄地推进。

“过程中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邝媛动

情地说，“要不是李卉一直这么拼，还给我们加油打

气，一起通宵找条件补资料，我们可能早就放弃这

次机会了。”

成功进入政策“笼子”后，檀香山项目的复工之

路依然坎坷，比如找建筑方接手就是难题。“别人直

白地说，就算新建一个楼盘也比接手这三栋房子

快。”李卉苦笑道。

具体来说，檀香山项目工程资料、财务资料、关

键证照损毁遗失严重，若要启动复工续建，先要解

决一堆错综复杂的问题：还原设计图纸、变更施工

许可、开展房屋安全鉴定、解除查封抵押、释放房产

车位资源、办理贷款抵押手续等……

面对重重困难，李卉总是选择迎难而上。“将心

比心，假如我是购房者心里肯定很着急，所以我告

诉自己，多为办成事找条件，不为办不成事找理

由。”她说。

朱优英负责檀香山项目综合部工作，最佩服李

卉的一点是，原本是外行，但通过一项项繁琐复杂

的工作，硬是从零基础的“门外汉”成了“内行人”，

现 在 说 起 项 目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手 续 办 理 等 头 头

是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市区两级专班的指导协

调，相关部门的有力配合，2023 年 3 月 9 日，檀香山

项目全面启动复工。

蒋旭兰记得，李卉第一次和业主代表见面，大

家都挺激动，纷纷喊着“老板跑哪去了？”“到底什么

时候才能交房？”李卉要很大声地喊，才能让大家听

到她的声音。

随着项目专班、开发商、破产管理人、施工单位

和业主代表，每周一次地召开“五方”会谈，李卉用

她的行动慢慢获得了业主们的信任。

从站着喊到坐下谈，从激动到平和，“五方”会

谈的场景越来越和谐。复工续建步入良性轨道后，

会谈的频率也从每周一次变为每月一次。

除了为檀香山项目积极奔走，李卉还会关心业

主们因为延迟交房而带来的不便。

蒋旭兰和女儿租住在一起，去年女儿怀孕即将

生产，家里忽然停电闷热难忍，她第一个想到的人

是李卉。虽然时候不早，但李卉一挂电话，很快就

联系相关部门帮她解决了问题。

43岁的张勇也是业主代表，10多个业主曾向他

反映孩子上学难，他把情况告诉李卉以后，最终也

让问题得到了解决。“她来来回回跑，把我们业主的

事当自己的事一样在忙活。”他说。

但实际上，李卉经常顾不上自己的事，由于忙

檀香山项目复工续建，只能托家人多照顾两个孩

子。90 后张思园今年 4 月加入龙泉街道檀香山项

目专班，加班时，她多次听到李卉在电话里对孩子

说：“对不起，妈妈今天又不能去接你了。”

张思园坦言，“身为一名党员，我很庆幸身边有

他们这样的榜样。”负责联络传达等事务的她，家人

的微信没置顶，五个置顶的微信群全都与檀香山项

目有关，“生怕看漏了消息，影响了进度。”

蒋 旭 兰 说 ，从 多 年 积 怨 到 心 怀 希 望 盼 着 交

房，她的心路转折和许多业主一样，源于看到了

颜良青和李卉等基层党员干部的奔走努力，倾情

奉献。

“他们就是我们心目中党员应该有的样子，用

实际行动一点点地抚慰了我们的焦虑，构筑起我们

的信心。”蒋旭兰说。

今年 5月，龙泉街道又创新区域性党建模式，在

檀香山小区成立功能型党支部，通过“幸福龙泉议

站”等形式破解居民的烦心事，有效发挥了党建引

领社区治理的活力。

这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蒋旭兰不仅能入住自

己的房子，或许还能收获一个和谐有爱的家园。

1 “最硬的骨头
和其它骨头一起啃”

2 “门外汉”成了“内行人”

3 倾情服务换来百姓信任

颜良青（左二）到檀香山项目听取复工续建进度，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受访者/供图

今年 6 月 4 日，李卉（右一）组织并参与了小区

的首次治安巡逻活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