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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之声

记者答复

你问我答

随着 AI（人工智能）技术

空前发展，不少市民表达了对

AI 技术可能造成不良后果的

担忧。4 月 2 日，市民陈晖（化

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等 AI

技术大规模发展起来后，就业

也许会变得更为严峻。”

那么，在将来，AI 会替代

人类劳动力吗？

AI会替代人类劳动力吗？

市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成员张艺昕认为，关于 AI 是否

会替代人类劳动力，需要从两

方面看待。一方面，AI 确实能

够高效完成重复、标准化的工

作，比如数据录入、基础客服

等，这将极大释放人力资源。

但是，在需要创造力、情感共鸣

和复杂决策的领域，如艺术创

作、心理咨询、战略规划等，人

类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他

说：“AI 是人类的工具和助手，

而非替代者。在我看来，未来

更大概率会普遍存在‘人机协

作’模式，人类负责创新和决

策，AI 则执行任务。而且，我

们应主动适应技术变革，培养

AI 无 法 取 代 的 核 心 竞 争 力 。

再者，从前的工业革命将人类

拉入了机器时代，当时也有人

质疑、反对，但现在大家都生活

得好好的。”

邵阳学院文学院教师、文

学博士何书岚表示，2000 多年

前，孟子将社会工种分为“劳

心”与“劳力”两大类，“劳力”容

易被替代，“劳心”则不容易被

替代，甚至不可替代。“‘劳心’

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讲的‘脑

力劳动’。孟子讲的‘心’，与人

性紧密相连，是验证人性的独

知之地。‘劳心’的最高境界，是

人文化成、参赞化育。AI 恐怕

不能达到，也替代不了。”何书

岚说。

（邵阳日报记者 王朝帅）

红餐网大数据显示，截至 2025 年 3

月，全国中式正餐总门店数近 136 万家，

预 计 2025 年 市 场 规 模 将 突 破 1.1 万 亿

元。从细分菜系看，川菜、粤菜、江浙菜、

湘菜的门店数占据前四位，占比分别为

11.4%、9.8%、9.4％ 和 8.9%，且 各 自 市 场

规模均已超过 1000 亿元。其中，湘菜的

市场规模增长较快，数据表明，2024 年

全国湘菜市场规模达到 1080 亿元，同比

增长 8.9%，增速位于各菜系之首。中餐

稳稳占据了我国餐饮消费市场“顶流”

的位置。

4 月 1 日前后，记者在我市较大的商

业集聚中心进行了调研，发现 70% 以上的

餐饮门店是中餐门店：友阿国际广场 5、6

楼，有湖南小炒菜、陕西手工面等 27 家中

餐门店及 10 家非中餐门店；步步高新天

地 4、5 楼，有牛肉火锅、椰子鸡等 23 家中

餐门店及 4 家非中餐门店；大汉·悦中心

一带有转转热卤、煲仔饭等 29 家中餐门

店及 2家非中餐门店。

那么，在餐饮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

景下，我市一些传统中式菜品如何在传承

与创新中绽放出别样光彩，是一个值得思

考的问题。

推陈出新，赢得顾客青睐

“向氏血鸭”创始人向冬兵，从老一辈

手里接过了传统血鸭的制作技艺。1996

年，向冬兵在邵东市开了一家门店。发展

至今，“向氏血鸭”已在全市范围内扩展到

5 家门店，并拥有了 1 个加工厂与 12 个养

殖基地。

“之前，有一家门店最多一天接待了

300 余名消费者。”向冬兵透露，此前门店

的消费者多是 70、80 后。这几年，通过各

门店采取抖音短视频引流的线上宣传措

施，已有不少年轻人来店里就餐。如今，

向冬兵的抖音账号有近 13 万粉丝，为其

门店业绩贡献了十足力量。

1999 年，“隆厨南城宴”负责人胡晓晖

还是厨艺界学徒时，就一直在做中餐。

2002 年，他学习了西餐。后来受身边的厨

师朋友影响，毅然选择了中餐道路。“中餐

更符合国人口味。”胡晓晖说。

“洞庭春荟宴楼”总厨李明威时常在

传统食材的做法上融入新时代元素，近

期还推出了“网红菜单”，以此吸引消费

者。他说：“许多传统中式菜品在传承中

创新、发展，正被越来越多消费者接受

与认可。”

中国烹饪大师、湘菜大师李知非表

示，随着星级酒楼与厨艺界里不断涌现

新人才，他们将西餐的部分特色融入了

中餐后，中餐更显多样化。再加上自助烤

肉、现切牛肉火锅等菜品价位实惠、口感

好，深得年轻人喜爱，中餐消费市场得到

进一步扩大。

“玩点花样”，提升消费体验

在餐饮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

众多餐饮品牌纷纷通过挖掘新的消费需

求或更细分的地方特色品类，以形成差异

化。据红餐产业研究院（国内首个专注餐

饮产业发展的研究机构）不完全统计，

2024 年间，诸如薯条专门店、旋转小火锅、

手作珍珠奶茶、齐齐哈尔烤肉、江西小炒、

酸汤火锅、现制养生茶饮、鲜切牛肉火锅、

砂锅菜、中式炸鸡、生烫牛肉粉等数十条

细分赛道受到市场关注，而这其中，大多

数都是中餐。

同时，当下的消费者又十分注重饮

食健康。红餐网数据表明，随着消费者

对健康饮食及烟火气息的追求愈加强

烈，餐饮市场回归“现炒现做”的趋势也

愈加明显，诸多餐饮品牌正通过明档厨

房、明火现炒、现切现做等方式强调食

材的新鲜与烹饪的现场感，以增加消费

体验。

李知非建议：“我市相关中餐门店要

抢抓机遇，制作健康饮食，根据当地消费

水平，提供本味、实惠的菜单，以赢得更多

消费者青睐。”

市餐饮行业管理协会秘书长刘辉则

建议，我市相关中餐门店从业人员需要

打好自身厨艺基础，玩点新花样。通过打

造好“明厨亮灶”工程，透明化菜品制作

过程，让消费者放心买单。再将“邵阳老

故事”跟传统菜品捆绑起来，争取打造一

批有底蕴的“网红店”，体现地道邵阳味

道。同时，还要时刻跟上互联网的脚步，

去抖音、快手等平台做宣传，或者举办

“嗦粉挑战赛”“炒特色菜直播”等活动吸

引消费者。

我市传统中式菜品如何绽放别样光彩？

中餐市场的守正与出新
邵阳日报记者 王朝帅

4 月 2 日，记者走进双清区

邵阳碧桂园小区，来到湖南省美

术家协会会员、83 岁的刘彪老

人家中。刚刚画完一幅大型焦

墨画的他，向记者滔滔不绝介绍

起这幅画作，并介绍了他的创作

心得。退休后，画画就成了刘彪

老人重要的养生之道。

刘彪原来是邵阳县九公桥

镇的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教书

时起，他就断断续续画过画。

退休后，刘彪与妻子搬迁到市

区居住，并全身心投入到绘画

创作中，他的国画作品曾 3 次

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刘彪

偏好画山水画。妻子支持他的

爱好，也跟着画。夫妻俩在花

甲之年曾游历黄山、梵净山、雁

荡山等地写生，他们总是用“焦

墨法”（即浓墨不沾水直接画的

手法）在画纸上记录沿途的美

丽风景，或是直接用钢笔作画。

一谈起绘画，刘彪就滔滔

不绝地讲：“目前，绘画是我唯

一的爱好，我可以废寝忘食地

画。”这位“绘画达人”随即分享

了他二十多年的绘画心得：作

画者一定要经常去外面写生，

增加绘画素材；画国画时，用笔

可以像写草书那样飘逸些。

“作画者还需要一个好身

体，画画也算是辛苦活。”刘彪

笑着说，“作画让人开心，而开

心能促进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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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
员 蒋开炜 左玲） 近日，市公安局大

祥分局翠园派出所成功破获一起销售假

币案，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3 月 4 日，大祥居民刘先生在朋友圈

看到陈某发布的一则广告，称有 100 张面

额 100 美元的钞票“便宜出”。心动的刘

先生立即私聊陈某打听情况，并约定好

了面谈的时间和地点。5 天后，陈某带着

钞票来到刘先生家中。为了稳妥起见，

刘先生拿其中一张去银行进行验证。见

验证无误，刘先生放下心来，按照略低于

国际汇率的价格，收下了这批钞票。交

易完成后，刘先生拿着剩下的 99 张钞票

想要存进银行，结果却让他目瞪口呆：银

行工作人员告知刘先生，这 99 张钞票都

是假币！于是，刘先生立即联系陈某。

陈某称他也不知情，这些钞票都是朋友

刘某东给他的，他只从中赚了 2000 元差

价。气愤的刘先生要求退款，但对方以

“钞票连号缺失”为由，只愿意退还一半，

双方协商失败。

于是，刘先生便前往翠园派出所报

警。陈某与刘某东得知刘先生报警后，

主动来到翠园派出所自首。据刘某东交

代，其在网上认识了网友易某某，对方自

称有兑换美元钞票的渠道。刘某东想到

陈某曾在闲谈时提过他手中有客户想要

收购美元进行投资，于是，刘某东与易某

某取得联系，在明知对方出售的美元汇

率很低，极有可能是假币的情况下，没有

经受住利益的诱惑，抱着侥幸心理，购下

这批“钞票”，并通过在朋友圈发广告进

行销售。

获此线索后，翠园派出所所长尹竣

禾立即组织民警唐佳滔、陈旭丰进行深

挖 和 研 判 ，锁 定 了 易 某 某 的 身 份 及 行

踪，并奔赴外省将其抓获归案。目前，

犯罪嫌疑人刘某东与易某某已被公安机

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刘先生与陈

某也因私自买卖货币的行为，受到银监

会的处罚。

男子朋友圈兑换外币遭遇陷阱

100张“美元”99张是假的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傅畅

珺） 连日来，一则“武冈市第二

中学的百年古树在清明期间被

砍”的消息在网络社交平台传播，

引发社会关注。

通过网友发布的现场照片，

可以清晰地看到被砍古树平整的

树桩截面。众网友对古树被砍表

示痛心和惋惜。有网友表示，被

砍伐的古树中有一棵银杏树，树

龄已有 300 年，承载了武冈市第

二中学几代人的记忆，是学校里

一道独特的风景，被砍实在可惜。

按照网友提供的历史图片，4

月 9 日晚，记者来到了武冈市第

二中学这株银杏树原本所在的位

置。然而，此处已然不见了树的

踪迹，只剩下被枯枝杂叶覆盖的

树桩。

随后，记者走访了该校周边

四五位居民。有居民表示，4 月 2

日，确实目睹有机械设备进入该

校进行砍树作业。当时，巨大的

机械轰鸣声吸引了周边居民的注

意，但大家对于为何砍伐树木表

示不解。

百年古树遭砍伐，众多网友

关注、周边居民不解。本报记者

将跟进报道事件进展，以回应网

友关切，并为居民解惑。

武冈二中古树遭砍伐
网友表示痛心和惋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市区

青龙桥桥体东侧有处孔洞一直漏水，漏下

的污水直接流到了河里，希望有关部门能

尽早修补好。”4 月 9 日，市民王先生向本

报反映。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青龙桥，只见桥

体东侧一处孔洞一直在流水。王先生介

绍，以前这里有两个洞口流水，他拨打

12345 热线反映了这一情况。今年 3 月，

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安排人员过来进行了

处理。但是，清明期间桥梁下另一处洞口

又出现流水情况，流下的污水直接流到了

河里。

“这几天是晴天就流这么大的水，如

果遇到汛期下大雨，情况会更加糟糕。”王

先生表示。

随后，记者将孔洞流水情况反映给市

市政工程总公司。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

答复道，可能是电力拖拉管施工破坏了下

水道，导致污水渗入桥梁箱梁。“孔洞流水

对桥梁安全一时不会造成影响。我们会

尽快安排人员进行维修处理。”该工作人

员表示。

4 月 10 日 15 时，记者再次来到该地，

发现此孔洞已经不再流水。据了解，4 月

9 日下午，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已经安排人

员对孔洞进行封堵处理。

热心市民反映市区青龙桥桥体一孔洞流水

市政总公司：已进行封堵处理

▲站在焦墨画作前的刘彪。

▲让人食欲大增的中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