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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产“地下室通用铝模”
填补行业空白

本报讯（记者 王希台 通讯员 曾钶舰）“这款地下室通
用铝合金模板体系，在我们项目应用面积达 6300㎡，相较于
使用传统木模板，施工效率提升约 10%，也节省综合成本约
30%。”8月1日，雨湖区广云路“中国铁建和平央著”建设项目
相关负责人介绍。驻潭央企研发生产的“地下室通用铝模”
产品成型质量好、平整度高，免除了后期剔凿修补程序，填补
了地下室铝模无法周转使用的行业空白。

“地下室通用铝合金模板体系”由驻潭央企中铁城建集团
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筑科技公司”）自主研发和设
计生产，在长沙智谷壹品、湘潭和平央著、张家港泗港等多个项
目成功应用，并成功实现了标准与非标准结构、地下与地上建
筑的周转使用，解决了地下室铝合金模板周转率低和经济性
差的难题。

据了解，当前地下室施工大多采用木模，但木模存在施
工周期长、效率低、不环保、易损坏、周转次数少等缺点。而
铝模虽然在标准层建设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由于定型化设
计，在地下室适用面较窄，周转率低，无法充分发挥铝模材料
优势，导致使用成本较高。

建筑科技公司科技创新部经理、研发中心副主任郭智华
介绍：“这款产品采用少规格全通用模板体系，可满足不同结
构特征的建筑，如地下室、商业综合体、物业楼、学校、医院等
非标结构建筑，以及地上标准结构建筑的垂直和水平周转施
工，通用率达到70%以上。”

在近期的项目建设中，建筑科技公司研发的“地下室通用
铝合金模板体系”应用面积达到5万㎡，直接促使项目施工效
率提升30%，减少木模使用600m3，相当于避免了9000棵树木
的砍伐。

“地下室通用铝模体系是一款优质产品，大力推荐，以后
有工程施工，我们还会继续使用！”项目相关负责人为这款产
品点赞。建筑科技公司以通过研发与改进建筑施工装备、技
术来推动绿色建造、智能建造为己任，目前该公司已拥有专
利技术19项，软件著作权3项，参编行业标准3项，是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湖南省“专精特新”企业。

双石村：

偏远乡村开通公交车
本报讯（记者 吴新春 通讯员 杨扬）7月31日上午，韶山

市韶山乡双石村正式开通城乡公交车。从此，全村3300多名村
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公共交通服务的便利。

当天上午10点，伴随着第一辆公交车缓缓驶入双石村林
家湾集镇，林家湾公交站点正式开通。

看着公交车开到家门口，村民赵龙发由衷地感到开心，
他说，没开通这趟公交前，他每次去女儿家都要走到数公里
以外的湘韶村公交站去乘车，很不方便。如今，到城区就方
便多了。

双石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赵双春说，双石村正式开通
公交，让这一带村民的出行更方便了，特别是老人出行、学生
上学等出行问题更好地得到解决，“我们村里也将配合做好
相关工作，维护好路况，以保证公交车顺利持久地通行。”

双石村位于韶山与湘乡的交界处，区位较为偏僻。近年
来，随着农村公路建设的不断完善，群众出行需求也日益增
加。经多方统筹协商，最终通过延长2路公交车的行车线路，
新增“丁家坳”和“林家湾”两个站点的方式，让公交车开进了双
石村，打通了当地群众公共交通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据了
解，该条线路每天有4趟班次，往返于林家湾集镇和韶山公交
总站（原韶山汽车站）。

目前，韶山已开通 8条城乡公交线路，共有 42辆城乡公
交车奔忙在这些线路上。在韶山，随着“城乡客运一体化”的
推进，“公交出行村村通”基本实现全覆盖。

“让世界爱上中国美”
浏阳市“向美而行”美学课堂在湘潭开讲

本报讯（记者 丁玉洁）7月26日，浏阳市“向美而行”第三
期美学课堂在湘潭晴溪庄园开讲。本次活动由浏阳市委宣
传部、浏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邀请浏阳市餐饮行业协
会中高端企业代表等 100余人来潭“研学”，感悟东方餐饮美
学魅力。

晴溪集团是从浏阳走出来的餐饮品牌。2019年，晴溪集
团携手湘潭城发集团，在湘江之滨联合打造湘潭城发晴溪庄
园项目，巧妙融合传统中式文化精髓与现代设计理念，并于
2021年正式运营。当天，晴溪集团创始人熊智，以“让世界爱
上中国美”为题，分享了其21年深耕中国餐饮、庭园的思索、
经验。

浏阳素有“中国蒸菜之乡”美誉，2022年获评“十大湘菜
名县”。浏阳蒸菜还走出湖南，门店遍布全国，总量近2万家，
年营业额超220亿元。现场，参加美学课堂的浏阳餐饮业“大
咖”纷纷感叹，湘潭晴溪之旅收获匪浅，文化赋能、美学表达
的中式餐饮大有可为。

据悉，今年 5月，浏阳市启动了“向美而行 艺蕴浏阳”全
民美育工程，一批公共文化空间、非遗美学空间、艺术场馆、
民宿美学空间、餐饮美学空间被授予浏阳市首届“十大美学
空间”，晴溪集团的项目位列其中。

浏阳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次走进湘潭举办餐
饮美学课堂，就是希望广大餐饮企业以此为契机，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中华饮食文化，持续提高餐饮环境品位，不断提
升餐饮新质增长力，推动浏阳美味、东方美食“上山下乡出海”。

一度面临困境的湘潭传统米
粉——石磨手工米粉，因借助新
媒体运营被成功带活，如今店面
每天顾客络绎不绝，其独特制作
工艺，还吸引全国各地人士前来拜
师学艺。

4年前，成勇军经营的“有吃
堂”传统工艺米粉店，因经营模式
老化，导致客源锐减至之前正常营
业的四成，经营入不敷出。面对市
场变化，他创新思路积极求变，通
过探索运用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推
广传统石磨手工米粉。从 2019年
开始，他开通了“有吃堂团购”和

“湖南石磨手工米粉招学徒”抖音
号，翔实展示米粉的制作过程和成
品效果，成功当上“网红”。他在直
播间里推出抖音团购套餐，介绍石
磨米粉和其他菜品的做法及口味，

通过平台引流吸引了更多食客前
来品尝，成功引爆了网络。

通过 4年多的摸索创新，成勇
军不仅带火了店面生意，让“有吃

堂”重获往日的生机与活力，
而且他所带的“湘潭老米粉”
徒弟已遍布全国 50 多个城市
甚至海外。

本报讯（记者 王超）7月 31
日，我们从全市半年度发改工作
会议上了解到，下半年，发展改
革系统将聚焦重大项目、产业、
改革、民生等十方面重点工作，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确
保各项目标任务扎实推进。

市发改委负责人介绍，在重
大目标方面，将锚定全年GDP等
目标任务，按月召开全市经济运
行形势分析会，举办统计业务知
识培训，积极培育挖掘新增长
点；重大部署方面，统筹推进“八
大行动”“三个高地”“3+5+3”标
志性工程、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
等 45个经济社会领域国家级政
策试点工作；重大谋划方面，高
质量完成全市“十五五”规划前
期重大课题研究，建立“三个重
大”清单，精心谋划一批重大战
略任务和改革举措，系统梳理一
批好项目、大项目，争取进入国
省笼子；重大项目方面，持续发
挥“四区一地一圈一强”建设指
挥调度机制作用，推动省市重点
项目、“五个十大”项目完成既定
任务，组织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和
观摩活动，力争下半年全市新开
工项目 160个以上；重大产业方
面，加快推进园区低效用地处置
和“三资”盘活，统筹 7个园区完
成新一轮调区扩区、“五好”园区
工作调度等工作，力争全市园区
亩均税收增长 10%以上。重大
改革方面，实施园区市场化、专
业化、协同化、标准化、数字化、

绿色化改革工作方案，建立创业投资进园区
对接机制，滚动建立股权融资和投贷联动项
目储备库，规范招投标管理；重大安全方面，
加大能源领域安全隐患排查力度，持续开展
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重大民生
方面，出台公办托育机构收费标准和调整城
区污水处理费标准政策，完善政府定价的经
营服务性收费清单制度，推动城镇居民持续
增收等；重大协调方面，牵头筹办好长株潭第
六届三市市委书记联席会议，持续抓好长株
潭一体化“88+65+30+31”清单任务推进，建
立健全涉绿项目审批管理机制，持续抓好绿
心地区专项整治行动；重大责任方面，坚决
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开展国有工矿
棚户区专项清理整改整治等。

高温带火高温带火““吃冰经济吃冰经济””

自制冰品撬动消费新潮流自制冰品撬动消费新潮流
本报记者 郑镱慧子 实习生 李红霖 田野

夏日炎炎，吃一份冰品成为很多人
享受清凉、缓解炎热的方式。近段时间，
在热浪的袭击下，一条新的“吃冰赛
道”——自制冰品异军突起。记者走访
发现，我市多家餐饮店里，老板们纷纷自
制创意冰品，力求引流“出圈”；便利店
内，可DIY饮品的冰杯销售持续走俏，成
为年轻人的解暑“新宠”。

创意冰品
成餐饮店“出圈法宝”

“火锅店里炫甜品，过瘾。”7月 31日
下午，白领陈雨晴忙完手头的工作，抿嘴
回味着中午那顿火锅：“那家店的菜品与
其他店区别不大，但甜品种类很多，酒酿
冰汤圆、牛乳沙冰、麻薯奶盖冰等冰凉解
暑，口感很丰富。”

在甜品的诱惑下，即使工作日中午
气温颇高，陈雨晴依旧愿意约上三五好
友外出就餐。

记者了解到，这段时间，“冰甜品+”
的风潮已经席卷湘潭餐饮行业，各式各
样自制冰品成为餐饮店的“出圈法宝”。

在岳塘区莲城步行街附近的一家火
锅店，记者看到，在传统的火锅蘸料小料
台旁，店家摆上了自制的冰凉粉及相关
配料：冰粉、珍珠、各种煮熟的豆类、椰果
……“这个冰粉小料台是今年上新的。”
店员说，小料价格是 8元/人，包括火锅蘸
料和冰粉自助，基本每桌的顾客都会选
择自制一碗冰凉粉。

无独有偶，记者刚走到岳塘区福星
中路的串客·来一手烧烤店门口，就被一
块主推店内创意冰品的宣传牌吸引住了
目光，各种造型漂亮的绵绵冰、雪山冰成
了店铺当季主推的新品。

记者打开某点评App搜索冰品关键
词，可以看到湘潭有数十家餐饮店都在

“卷”自制创意冰品生意：一连锁烤肉品
牌把鸭屎香柠檬茶放在商家招牌菜中；

熊猫冰粉在火锅品牌门店中广受顾客好
评；各类融合餐厅里，绵绵冰、沙冰等创
意甜品层出不穷……多数顾客也力挺餐
饮店售卖各类冰品：“吃火锅只干一件
事，吃他家的冰！”“这一定是一家被烧烤
店耽误的甜品站！”“现在没有冰品的餐
饮店都不想去了。”

“入夏后，冰品几乎成为每桌必点的
单品，几款店内自制的创意冰品一天就
能卖出二三十份。”串客·来一手烧烤店
负责人赵包包分析，湘潭的美食不比长
沙等城市少，但流动人口却明显不足，因
此本地餐饮店要留住老客户、吸引新客
户，必须更加注重创新和“出圈”。甜品
和冰饮推陈出新，能让更多年轻人在享
受美食时，拍出氛围感照片，更在无形中
提升了店铺的整体形象以及顾客的消费
体验。她认为，现在自制创意冰品在餐
饮店的不断出圈，表明餐饮消费场景已
由单品类走向全品类发展，基于各家店
铺核心产品的延伸发展，更符合当下多

元消费的需求。

冰杯DIY是上班族“心头好”

夏日吃冰是个热点，在这样的背景
下，一种新型冷饮产品——冰杯，凭借其
独特的便利性和创新性，在冷饮市场迅
速走红，成为今夏不容小觑的热门单品
之一。

所谓冰杯，是一种装有可食用冰块
或冰球的透明塑料杯，设计为一次性带
盖密封，既保证饮品的安全卫生，又极大
方便消费者的携带与享用。无论是走在
炎炎夏日的街头，还是坐在舒适的家中，
冰杯总能带来即刻的清凉与惬意。

近日，记者探访湘潭多家连锁便利
店看到，店内均有“冰杯”在售。这些冰
杯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普通冰杯，透
明塑料杯中只放了食用冰；另一种则是
带味冰杯，例如加了新鲜柠檬片的冰杯，
还有咖啡冰杯、葡萄冰杯等。

“最近冰杯热销，很多年轻顾客喜欢
在店里买碳酸饮料，直接倒在冰杯里喝，
或搭配不同的茶饮、果汁自制一杯消暑
解渴的冰饮。”位于岳塘区万达广场的
711便利店售货员告诉记者。此外，她还
透露，冰杯的销售旺季主要集中在6月至
10月，其中，下班时间段是购买的高峰
期，不少消费者选择在下班后购买冰杯
解暑降温或者微醺减压。

说话间，市民胡女士挑了个冰杯和
柠檬味饮料，到收银台结账。胡女士说，
平时她会根据网上的教程，尝试制作各
种夏日特饮：“自制专属冰饮让人很有参
与感，且适合办公室、下午茶、聚餐等各
种场景。冰杯如今已成为我的‘解暑新
宠’。”

随后记者打开外卖平台，各品牌连
锁店、超市几乎都有冰杯出售，常见的规
格有 160克和 220克，大部分冰杯的价格
在 2.8元至 3.5元不等，销量较好的店铺
月售冰杯超400件。在社交平台上，相关
讨论大多围绕着冰杯自制饮品、冰杯价
格等话题展开，“冰杯”相关词条总浏览
量已达2000余万。

“冰杯”为什么会在年轻人中间爆
火？记者观察发现，从实用性角度来看，
它无需繁琐的制冰程序，消费者在便利
店轻松购得，便能迅速将喜爱的饮品变
成清凉爽口的冷饮，在炎炎夏日急需清
凉解渴的时刻，具有极大吸引力。此外，

“冰杯”样式和口味多样，市民可以根据
自己的创意自行调配各种饮品，拿在手
中拍照十分吸睛，满足了年轻人追求个
性与时尚的心理。

在湘潭深耕食品行业十余年的刘元
表示，无论是餐饮店里吃创意冰品，还是
消费者自制专属冰杯，都是夏日消暑消
费的一个新赛道，体现的是消费者生活
方式的转变——追求个性化、便利化和
新鲜感，更具有分享欲和模仿欲，这都让
消费市场衍生出更多想象空间。

新媒体带活“湘潭老米粉”
本报记者 李新辉 摄影报道

图为技师在店堂制作湘潭老米粉。

本报讯（记者 陈静 通讯员 刘
峰）7月30日，在“湖南制造进新疆·吐
鲁番行”产业对接大会上，经湘潭市
第十批援疆工作队牵线搭桥，吐鲁番
高昌区共达成10项投资和合作协议，
签约金额 14.2亿元。项目涉及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氢能城市产
业链建设、仓储物流运输、农产品精
深加工等多个领域。

吐鲁番的葡萄闻名遐迩，但受地
区交通和物流等方面影响，当地葡萄
产品供应链相对脆弱，鲜食葡萄运输
压力大，农民增产却难以增收。经湘
潭市第十批援疆工作队积极推动，湘
潭市湖南凌天科技有限公司与吐鲁番
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产业合
作协议。按照协议内容，湖南凌天科

技有限公司将投入6亿元人民币，在吐
鲁番市建造一所大型冷链仓储物流中
心，项目总规划工业用地150亩，总建
设面积15万平方米，建成达产后，冷库
仓储能力将达到10万吨。

“在湘潭援疆工作队的帮助下，
我们详细了解了当地情况，吐鲁番的
特色农产品与我们成熟完善的冷链
仓储物流相结合，是一个多方受益的
合作。”湖南凌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林延慈介绍。该中心的建成将有
效解决吐鲁番鲜食葡萄存储运输问
题，其庞大的仓储运输能力还能将当
地优质的果蔬、牛羊肉等运往全国，
在解决当地农民增产增收的同时，丰
富其他省市群众的菜篮子、果盘子。

类似的多赢合作项目还有很

多。如，吐鲁番市有着众多的风能及
光伏发电产业，电能充足价格低廉，
很适合大规模工业用电需求，湖南响
箭氢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在得知这一
情况后，和高昌区人民政府签订了产
业合作协议，拟定投入 8亿元人民币
在吐鲁番市投资兴建新能源产业项
目等。

据悉，湘潭市第十批援疆工作队
聚焦推动湘吐两地经贸合作、交往交
流交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高昌区
委副书记、湘潭市援疆工作队领队陈
澄表示，将进一步加强湘吐两地经济
文化的互动交流，让更多的企业深入
了解吐鲁番产业发展的政策和优势，
帮助他们来吐鲁番投资创业，促进湘
吐两地务实合作、共赢发展。

湘潭援疆助力湖南企业落户吐鲁番
促成投资和合作协议10项，签约金额14.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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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夜宵店里吃着烧烤喝着冷饮消暑度夏。（本报记者 罗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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