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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4日讯 “师傅，
天这么热很容易中暑的， 喝点
水解解渴， 这里还有霍香正气
水……”今天，在长沙芙蓉区远
大路与万家丽路交叉口的地下
通道处， 长沙市救助站的工作
人员将准备好的矿泉水、 方便
面和清凉药品递给流浪人员。
据介绍，从7月中旬开始，长沙
市救助站就开始了为期三个月
的“夏季送清凉”活动，为流浪乞
讨人员提供必要的防暑用品。

下午3点， 长沙的温度高达
38℃，记者与救助站工作人员一
路沿远大路、万家丽路、长沙火
车站、芙蓉广场、五一广场等路
段穿行，遇到有地下通道、桥底、
涵洞的地方，就会下车去查看是
否有流浪人员在这里歇脚。

在这次体验中， 最令记者
有感触的， 要属郴州人徐宁的
故事。 他说自己从小在长沙孤
儿院长大，经省民政厅帮助，在
郴州安了家。 后因妻子患病导
致家庭贫困， 于是带着孩子和

家人来长沙捡废品过活。
“我真的不能再麻烦政府

了！”徐宁说，因为妻子患有白
血病，他忍痛卖掉了房子，政府
帮他注销了欠款， 还使他的儿
子能够正常上学。“儿子无人照
顾，才带着他以及叔叔、表弟一
起来长沙捡废品， 等儿子上学
了就会回去。”

虽然徐宁拒绝继续找政府
帮忙， 但救助站工作人员还是
给徐宁递去了长沙救助引导
卡，表示若有难处，可以第一时
间联系救助站， 他们会向上级
民政部门反映情况， 给予他们
最大的帮助。

“气温达到35℃，我们就会
主动上街去给流浪乞讨人员送
清凉物资，每天上午、下午、晚
上各一趟， 以确保他们能安全
度过高温时段。”救助站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夏季送清凉”活
动将持续到9月底，如果需要帮
助，也欢迎及时与救助站联系。

■记者杨昱 实习生 於婉璐

连日来， 湖南高温愈演愈
烈，持续开启“烧烤”模式。省气
象台预计，未来一周，省内高温
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强度增强，
大 部 分 地 区 最 高 气 温
36-38℃； 最强时段为24-26
日，湘东、湘北局地40-41℃。

高温一浪接一浪， 空调成

了不少人的“救星”，但如果使
用不当，空调也能变成“杀手”。
据悉，入伏以来，面神经炎发病
率达到高峰， 而骤冷骤热是致
病主因。 市民朋友千万不要贪
凉， 切忌长时间对着空调猛吹
头脸部。
■记者丁鹏志通讯员戴帅汝

本报7月24日讯 入伏以
来长沙地区维持高温天气，用
电负荷也不断攀升。 记者今天
从国网长沙供电公司获悉，7月
17日长沙地区最大供电负荷已
达606万千瓦，为今年入夏以来
最高； 最大供电负荷预计本周
将创历史新高，可能突破660万
千瓦，较上年增长6.99%。

该公 司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由于局部电网结构薄弱，
在用电高峰时段， 即每天的
10:00-14:00、20:00-23:00，
部分电力设备会出现重载、过
载的现象，长沙局部区域将面
临短时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
“我们电力部门已实行24小时
不间断的抢修服务，会尽力缩
短电网故障抢修及对用户的
停电时间。” 该负责人提醒，市
民 可 登 录“www.changsha.
gov.cn”及时了解电力部门发
布的停电信息。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呼吁
广大市民节约用电，夏季高峰
负荷时段尽量不使用或少使
用大功率电器，将空调温度设
置调整到26℃以上；城区非核
心路段路灯照明采取间隔式
开启，适当关闭景观楼宇亮化
等。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张恬 实习生 李红

“每年夏天这几个月忙得
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早上6点多
出门，凌晨1点左右才能休息。”
7月22日中午，长沙四海体育有
限公司运营部经理宋生贵趁着
午饭空隙， 在游泳馆休息区点
了一根烟。 长沙高温酷暑天气
已持续半月有余， 游泳馆成了
众人避暑的“香饽饽”，每到晚
上7点左右，大多数游泳馆都人
潮汹涌。

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到，
长沙登记办证的游泳馆到今年
已超200家，较去年增加了几十
家， 尤其是中高档小区游泳馆
几乎成了标配设施。 虽然游泳
馆扎推、顾客“满座”，但记者走
访调查十多家游泳馆发现，老
板们都抱怨“利润不高”。

游泳馆火爆
从业者“累瘫”

7月16日晚上9点半， 开福
区伍家岭路的君悦香邸小区游
泳场仍有十来人在游玩， 泳池
负责人吴军（化名）正组织救生
员和卫生员准备清理泳池。吴
军介绍， 君悦香邸小区游泳馆
分为室内池和室外池， 面积不
大，总共约600平方米，但人数
不少，周末有200人左右。“室内
池主要用于给小朋友培训，聘
了7个专业游泳教练， 早上9点
开场持续到下午3点； 从下午5
点开始， 来室外池游泳的人慢
慢多了起来。”吴军说，今年受
洪灾影响，6月份生意惨淡，现
在慢慢迎来高峰期了。

宋生贵也感叹每年这个时
间段是最累的时候。7月22日，
他最近一条朋友圈动态： 还有
一个多月战要打，不能倒下。宋
生贵告诉记者， 之前的十多天
里， 他每天6点多出门检查、督
导各门店游泳馆开业准备情
况，晚上9点半至10点闭馆后作
当日总结， 回家洗完澡躺在床
上时已是凌晨1点。

游泳场馆井喷
中高档小区成标配

家住湘雅路的李毅热爱运
动，在炎炎夏日，每周二、周末都
会去游泳馆畅游。他感叹，现在
的游泳池真让人有选择困难症：
“附近的游泳池太多了， 周边小
区就有凯乐国际城小区游泳池、

天健小区游泳池，往北还有北辰
三角洲室内恒温游泳馆，君悦香
邸的小区游泳馆体验也不错，往
南泊富广场内也有游泳馆。”

记者在地图上粗略计算，
据李毅描述， 在他家附近10平
方公里内已有5家游泳场，平均
2平方公里就有一家。另据记者
走访调查， 现在中高档小区建
游泳池几乎成了标配； 健身房
和酒店内增设游泳馆也成了吸
引消费者的一大亮点。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透露，
长沙游泳馆是前几年才井喷式
发展的， 尤其以2013年最甚，
“那年夏季漫长少雨，极度燥热，
游泳馆经营者几乎都赚得盆满
钵满，这让不少半路出家的投资
者眼红涉足，然而近两年不少企
业因天气因素、管理不善、成本
回收慢等原因渐渐边缘化。”

高风险大投入
却难换回高利润

每到6月，吴军都免不了去
开几个安全方面的会。他说，自
从游泳场被列为高危体育项目
以来， 检查、 督导力度逐年加
强。“这并不是坏事， 有压力才
会让从业者更加谨慎细致，做
到万无一失。” 令吴军苦恼的
是，在“高危险”压力下，得到的
却不是高利润。

在芙蓉中路经营多年室外
游泳场的贺老板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 目前游泳场工作人员有
11人， 每天人工费接近800元，
水费、电费又是几百，还有场地
租金、员工住宿租金等，加起来
每天要1500元左右， 而每天的
毛利润大概只有2500元。

长沙四海体育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海波介绍， 目前其公司
在长沙市内拥有14家游泳场，
其中4家是室内池，10家室外
池。他粗略估计，一个室内国标
游泳池每天的各项成本费需六
千元左右， 室外池两千左右。基
于各种原因，今年四海体育公司
在长沙已经关停了7家游泳场。

众多游泳场馆经营者表
示，到了8月中旬，受家长带小
孩外出旅游、文化课补习、气温
下降等因素影响， 前来游泳的
人将锐减，尤其是室外游泳场，
即将面临“旺一季休三季”局
面，步入长达数月的“冰河期”。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李诗瑶

泳池人扎堆，老板们却称“热”钱难赚
长沙游泳场馆井喷，已登记注册超200家 风险高投入大，莫盲目入市

专家说法
长沙市体育产业管理中心副主任彭志敏介绍，以前说到游泳，

大家只会想到专业的游泳场所， 但现在小区、 宾馆里泳池遍地开
花，在一定程度上对客户群体进行了分流。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大
多数游泳场营业额较高，但是场地租金、人工费、水费、电费也水涨
船高，成本并不低。“有些室外游泳池是靠天吃饭，大多时候单靠泳
池利润并不高，还要靠培训撑营业额。”

彭志敏表示，前几年游泳馆确实是暴利行业，但是近几年随着
场馆井喷式的发展及投入成本的增加， 不少泳池经营两级分化现
象较明显，投资者莫眼红近期行情盲目入市。

莫眼红盲目入市

救助站给街头流浪人员送清凉
将持续至9月底 需要帮助可与救助站联系

本周，长沙最大供电负荷
将创历史新高
适当关闭景观亮化

用电

天气

湘东、湘北局地最高温将超40℃

7月24日13时30分，长沙火车站，上水工刘建军刚为一辆火车上完水，又迎来另一辆火车进站。近日，长沙高
温天气持续，每天11时至14时30分是最炎热的时段，恰巧又是火车进站的高峰期，为保畅通，上水工在这段时间
里无法休息。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