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娄底市娄星区消防救援大队对娄底市
好客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堵塞安全出口的行为依
法立案。

娄星区消防大队消防监督员在开展畅通消防
“生命通道”专项检查时，发现娄底市好客莱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的千里红家居广场二楼南
侧、北侧各一处安全出口被杂物堵塞，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二十八条之规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
和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六十
条第一款第（三）项、《湖南省消防救援机构行政处
罚案件裁量指导意见》第二十二条、第八条第一款
第（一）项和第十五条之规定，大队依法对该公司
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并处罚款人民币伍仟
壹佰元整的行政处罚。

经核查， 该公司已将千里红家居广场二楼南
侧、北侧安全出口上的杂物全部清空，违法行为已
整改。 ■通讯员 曾诗璇

在长沙市最繁华热闹的市
中心， 随意地拐进一条小巷，就
能收获闹中取静的独特感受，长
沙市芙蓉区定王台街道化龙池
巷是其中最为人所知的一条。

11月27日， 阳光明媚的午
后，化龙池巷一片静谧。巷子里
行人寥寥，老人家们把竹椅搬到
路边， 眯着眼安逸地晒着太阳。
化龙井和周边几口不知名的小
水井安静地驻守在小巷深处，等
待游人探寻。

■文/图/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
记者 高煜棋

闹市里临井而居，还能搬把竹椅晒太阳
长沙化龙池巷的化龙井复刻传承着城市记忆，至今仍有老居民在取用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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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井而居，井是邻里联系的纽带

“我年轻的时候，这里的井很多，不少人家都
有私井， 公用的也有四五口。”69岁的段娭毑在化
龙池社区住了43年，光阴流转，曾经年轻漂亮的大
姑娘如今已是两个孙儿孙女的奶奶， 她和这里的
水井一起，扎根在这条小巷，见证着岁月变迁。

段娭毑回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里很
多居民都还用井水，几口公用水井旁，常有居民聚
集。 取完水也不着急走， 谈笑间邻里关系愈加亲
密，水井就像是一条纽带，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井
是共有的， 每位居民都心照不宣地遵守着爱护水
井的规则———用干净的水桶打水， 绝不向水井里
扔杂物， 下雨的时候附近居民还会找来水桶水盆
覆盖其上，“大人们也会把自家小朋友教育好，孩
子们从小就知道爱护水井”。

井水冬暖夏凉，夏天尤其受欢迎，女人们在井
边洗瓜果，男人和小孩则喜爱用井水冲凉。天气热
时，打几桶水，把家里的地拖洗一遍，整个屋里都
变得清凉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自来水慢慢地取代了井水在
居民们生活中的地位， 但仍有老居民至今还在打井
水。从化龙池巷转入小巷仁路里，最深处就有一口井
藏匿在居民楼间，附近的居民至今仍在此打水使用。

闹中取静，复刻古井讲述城市记忆

水井众多的化龙池巷里，如今最著名的“化龙
井”其实并非居民们口中的老化龙井。

2007年以前，化龙池巷的地面都是老麻石地
砖，“地砖中间的缝隙有一脚宽， 稍不注意就会被
砖缝卡住脚，下雨时更踩得满脚泥。”段娭毑回忆，
从2007年开始，化龙池巷进行了有机更新，为了保
留老街特色，仍使用麻石地砖。此外，还对沿街建
筑进行了排危加固。为了打造老街古井的特色，原
本在巷子墙外的化龙井“平移”了进来，在化龙池
巷的中心位置复刻了一个与老化龙井外形一样的
“新化龙井”。

也是从那时开始，不少商铺、酒吧入驻，吸收
了新鲜血液的老街摇身一变， 成了长沙最受年轻
人欢迎的“清吧一条街”。“2010年前后是这里最热
闹的时候，家家酒吧每天都爆满，房子租金也水涨
船高， 老居民们把房子租了出去， 陆陆续续搬走
了， 那些大大小小的水井， 都留在老一辈的记忆
中。”段娭毑说。

“我们年纪大了，希望年轻人能把古街、古井
的记忆传递下去，身为古街的居民，我们希望她越
来越好。”段娭毑的孙子孙女已经3岁了，从学走路
开始， 老人便带着他们在化龙井旁玩耍，“希望他
们长大之后不要忘记，这是我们老一辈人的记忆，
也是这个城市的记忆”。

关于化龙井名称的由来，老长沙人有
一个口口相传的故事。相传曾经街上有间
铁匠铺，师傅临终前要求徒弟将其尸体扔
进井里，每逢初一、十五丢一只公鸡到井
里。一年后，井中发出响声，师傅托梦给徒
弟说自己将变成一条龙， 让老城遭灾。徒
弟夫妇将铁水倒入井中， 孽龙被铁水浇
死，井塌后形成一个小池塘，人们为了纪
念这对夫妇，将池塘命名为化龙池。

湖南省文史专家陈先枢介绍，明嘉靖年
间曾在当地建善化县学宫。后在学宫西侧修
建道路，逐渐形成街巷，学宫泮池名叫化龙
池，寓意学子十年苦读，一朝高中“化龙”，化
龙井、化龙池巷由此得名。昔日的化龙池是
繁华的商业街道，闻名全市乃至全省的油鞋
木屐经销商铺大多集中于此，素享“长沙秦
淮河”之美誉，清雍正年间进士张鹏翀有诗
赞曰：“寒霞网集龙湾市， 新月人归鳌背街。
漫信古来卑湿地，楼台灯火似秦淮。”

三湘都市报11月27日讯
11月27日，“发现最美铁路·
沿沪昆高铁看湖湘发展”网宣
活动第二天。记者来到了怀化
市，在怀化南站见证铁路发展
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巨变，了解
在这座湘西边陲，让高铁线路

平稳运行10年背后的故事。
2014年12月16日，随着沪昆高铁长怀段建成

通车，怀化南站开站运营。运营初期，怀化南站仅
连接沪昆高铁一条线路，随着怀衡铁路、张吉怀高
铁的接入， 怀化南站在湖南境内铁路枢纽中的地
位不断提升。

“10年来，怀化南站的线路由最初的1条增至3
条， 开行列车数由建站之初的20多趟增至如今高
峰期的240多趟，运力足足提升10倍。”怀化南站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如今，站场规模也由原有的5台
14线扩增为15台19线， 成为了湖南省继省会高铁
站长沙南站后第二个大高铁站。如今，从怀化南站
出发， 可以直达全国18个省会直辖市及香港特别
行政区，大大缩短了沿线城市间的时空距离。

11月27日， 记者来到距怀化南站不到半个小
时车程的溆浦南站。 溆浦南路桥检查工区是沪昆
高铁线上的一个偏远工区， 工区有10名平均年龄
不到29岁的职工， 负责高铁桥隧设备的定期检查
和维修。在工区管辖的44公里线路中，就有7座桥
梁7座隧道，长达28公里的雪峰山隧道群就在他管
内，桥隧工除了白天在山林穿梭外，夜里高铁停运
后，还要进入线路对隧道、桥梁附属设备等进行巡
查。“像雪峰山的特长大隧道， 夜里徒步检查6公
里，走走停停，一番巡查下来需要近3个小时，超过
2万步。”工作人员孙桐说。

这支10人小队10年间，管内启动应急响应138
次， 占全段的65%。 参与防洪设备检查及值守
24561人次， 实现连续10年未发生防洪安全事故，
确保了山区高铁防洪安全平稳。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李致远链接

古井故事：
旧时学子的“许愿池”

打造全省第二大高铁枢纽
怀化南站客流量已翻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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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娄星区：
物业公司堵塞安全出口被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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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行动

化龙井现址。

沿着沪昆高铁看湖湘

化龙池巷仁路里深处仍在使用的水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