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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妹子带你         最湘 的粉
凤网

湖南“米粉大擂台”正在长沙的九所宾馆火热进行中，来自全省 14 个市州的 118 种特色米粉同台 PK。实际上，
除了擂台上的米粉，各个市州的特色米粉还有很多。这不，湖南一些市州的妇联主席便为家乡米粉当起了代言人，
这些当地米粉店同样有着令人食指大动的美味和让人感慨的故事。一起来看看吧！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记者 唐天喜

幸福的味道我知道！妇联主席为家乡米粉代言

书的孩子吃。”

相比现在的

名声在外，唐鸾

鸣和丈夫何少

军 30 多年前因

为下岗决定开粉

店时，可费了不少

心思。那是上世纪

90 年代，唐鸾鸣住在

永州市零陵区大西门，附

近有家凉拌粉店的粉就不

错，“我经常去吃，还想出钱买他

的秘方，对方也不卖。”开了店的

唐鸾鸣只好自己一边去吃，一边

回家做实验，“做得不好就倒掉”，

还经常询问自家客人意见。

慢慢地，唐鸾鸣和何少军摸

索出了自己的卤水配方。“我们

的凉拌粉好吃就好吃在两个

地方，一是卤水，一是粉。”

何少军告诉记者，卤水是由

卤药、猪后腿肉、白酒、糖、

盐等熬制而成，“卤药包含

有 10 多种中药材，平常药

店都能买到”。粉的来源其

么早起床。

刘智玲的店铺不大，只有

12 个座位，生意好的时候经

常外面还排起了长队。她的

粉店以攸县米粉为主，码子

有牛肉、牛腩、排骨等 20 多

种，免费的配菜也有10 多种，

包括花生米、酸豆角、酸萝卜、

油渣等，考虑到要吃得健康，还

常配备时令蔬菜。“来的大都是熟

客，最让我难忘的是，有些孩子从

国外回来时，哪怕家就在对门，也

要先到我这里吃碗粉再回家。”刘智

玲告诉记者，“好多人说，最好吃的

永远是自家楼底下的那碗粉，我就

想为大家做一碗这样的粉。”

常被客人感动的刘智玲也经常

感动着别人。

1月30日晚，刘智玲收到了株洲

市中心医院血透室护士的微信留言，

对方询问是否能配送早餐。刘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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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智玲的早上是从凌晨 4点半

开始的。

“凌晨 5点多，公交司机就上

班了，我得起来早作准备，为他

们提供米粉。”4月20日，株

洲市天元区玲玲粉店女老

板刘智玲告诉记者，开

店15 年来，除了过年

期间，她每天都这

“这碗粉

可以说见证了我们的

爱情。”4月17日早上 9点多，永州

小伙唐先生带着女朋友又一次开车

20 多分钟，来到大西门凉拌粉店吃

粉。唐先生的女朋友告诉记者，4

年前两人认识后就被男朋友带到这

里来吃粉，隔一段时间就来，“粉

好吃”。坐在一旁的交警叔叔告诉

记者，他已经在这里吃了10 年粉。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店里人不

是特别多。”粉店老板娘唐鸾鸣告诉

记者，凉拌粉七八九月是旺季，“最

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出1000 多碗。一

到周末，就有人打包带到长沙给读

一碗米粉
就是爱情的味道

代言人：贺玲玲
（永州市冷水滩区妇联主席）

推荐理由：我有一碗粉，足以慰乡愁。尽

倾江河里，赠食天下人。它是独门手艺、传承秘方、

风味独特的少东家·祁阳米粉；它是粉条纤细、汤料

鲜美，滑溜爽口、软绵又带着嚼的宁远禾亭水粉；它是

精选几十种名贵中草药，以香、辣为主要特色，回味无穷

的胖子卤粉……它散发着浓郁的泥土芬芳，是先人活着

的细胞，是饮食文化的血脉根系，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乡

土文化和民间智慧。它是千里万里远离家乡也忘不了的

永州味道，饱含着儿时最难忘的记忆和浓浓的乡愁。

它就是永州米粉，历史悠久的文化符号，历经

千年而不衰，以其独特风姿，成为了永州

饮食文化的一个标志。

代言人：罗敏（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街道

办事处党工委委员、组织委员、妇联主席）
推荐理由：株洲人吃米粉是全天候的，早

上吃有“油水”，中午吃是省事，晚上吃“韵

味”。据说，株洲人每天要吃掉7万多公斤湿米

粉，其中有5万公斤的扁米粉。在我看来，株洲

米粉的代表之一就是攸县米粉，它是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以早稻籼米为原料，经选米、

浸泡、磨浆、滤水、蒸熟、冲捣、揉搓、挤

压、轻煮、晾晒等十余道工序制成。吃起

来，韧弹爽滑、回味绵长。来株洲时，

你可不要错过。

一碗米粉
就是回家的味道

不但接下这个活，并决定在新冠肺

炎疫情的特殊时期为这些医护人员

免费供应早餐。很快，刘智玲又为

该院感染科医护人员免费送餐上门。

“他们全天穿戴防护服，出行不便。

我也找来雨衣和鞋套充当防护服。”

刘智玲说，“不怕是不可能的，但是

看到英勇的医护人员，我也就有了勇

气。”后来，刘智玲又开始给附近小

区从事疫情防控的志愿者、过往

的公交司机送去爱心早餐。

从 1 月 31日到 3月17日的

40 多天时间里，刘智玲平均每

天要送出爱心米粉 50 份，

每份都是炒码加上鸡蛋，

价值约 2万元。

“国家有难，我

不能偷安。想让这

个世界更好，你必

须要自己也发光。”

刘智玲告诉记者。

实跟当地大多粉店一样，不同之处

在于何少军夫妇的制作上。“送来的

粉都是半干粉，需要后期加工，使

之变得柔软又有弹性。比如，泡粉时，

一般需要中火，水温保持 80℃左右，

时长大概是 10-15 分钟，这就要靠

眼力和手感来掌控。”

每天凌晨三四点，唐鸾鸣和丈

夫何少军就会起来泡粉、熬卤水，

然后开店，一直忙到上午11点

左右。

随着客人越来越多，

唐鸾鸣一家的日子逐渐变

好，从当初租一个门面开

店，变成了自己在冷水滩

区买下3 个门面，“花了300

多万元”。

至今，唐鸾鸣

不开分店，“一开

分店，产品质量

可能就掌控不到

位，来吃的都是

街坊邻居，我们

要提供最初的味

道给他们。”

代言人：俞红玲
（郴州市北湖区妇联主席）

推荐理由：有人说，郴州人每天吃粉，

并不单纯是为了果腹，而是为了吸一口那浓郁

的米粉的香气，和那么多配菜带来的幸福感。

每当凌晨，大多门店已经歇业，仍会有很多

鱼粉店为你亮一盏灯。无论是刚加完班的上班

族，还是在附近“压马路”的小情侣，无论

是出租车司机，还是行色匆匆的外地人

……都在排着队，只为嗦碗鱼粉，

然后心安理得地入眠。

地点：郴州    
米粉
代表

大西门凉拌粉：
一天卖出1000 多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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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粉
代表

黑米粉：健康
美味新“食”尚

>>

在郴州，早上起来嗦一碗地道的鱼粉，是当地

人的习惯。不过，在如今的郴州，“黑米姐姐”肖秀

玲让不少郴州市民尤其是年轻人的口味有了变化，

一碗黑米粉做的鱼粉，成了健康美味的新“食”尚。

做黑米粉的黑米，来自于郴州市北湖区的高山

梯田。作为湖南一筐百福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

创始人、郴州市惠农粮油专业合作社的创建人，肖

秀玲打造了全国首家专注高山黑米产业生态链的农

业产业化企业。

肖秀玲出生在湖南郴州桂东县的一个农民家

庭。2008 年，她听说北湖区同和乡茅坪村里有一片

田地，因山高路窄已被抛荒八年。肖秀玲找到村干

部，将其流转了过来。经过持续三年的艰苦复垦工作，

才将水利设施及道路设施基本完善，大部分水田恢

复生产。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肖秀玲栽种了

被称为“米中之王”的黑米，并逐步推广。

随后，肖秀玲开始挖掘地方传统米食工艺，并

研发高山黑米深加工，开发出了黑米米粉、黑米烧麦、

黑米糍粑、黑 米即食粥、黑糯米鸡、黑

米粽子等三十 多款黑米产品。

2014 年， 肖秀玲注册了“黑米姐

姐”黑米产品 品牌，2016 年，开设了

黑米姐姐美食体验馆。

近年来，郴州的高

山黑米产品也随

着“黑米姐姐”

品牌的发展而

逐 渐被 更 多

的人知晓和

喜爱。

一碗米粉
就是幸福的味道

米粉
代表

玲玲粉店：为抗疫
医护人员免费送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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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永州    

扫一扫，分享
您家乡的米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