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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么”自豪！
她们把控长沙“深夜食堂”的“流量密码” 

有些“辣妹子”为大家提供健康的食品和水，还有些“辣妹子”则瞄准了爆火的长沙“夜生活”。

就在 4 月底，央视知名栏目《对话》特别节目就畅谈了“激活夜经济的长沙密码”。这个密码里就有属于“辣妹子”的一份“流

量密码”。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龙虾火爆！她们家的小龙虾亮相“文和友”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长沙，无

论是扬帆夜市还是四方坪夜市，无论是网

红店“文和友”还是叫不出名字的夜宵摊

都开始热闹起来，尤其是红彤彤的小龙虾

成为很多外地游客来长沙必点的经典美食。

肉质细腻鲜嫩的小龙虾被做成了蒜蓉味、

香辣味、麻辣味、清蒸味……满足不同食

客的味蕾，甚至不少人打包带回家去吃。

作为夜经济时代的“宠儿”，小龙虾给

很多乡村带来了新生活。

湖南亮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丽和丈夫刘亮奎就感受到了这种美好。

“我们望城养殖出来的小龙虾虾甲红

亮、腹尾肥硕、肉质紧实，吃起来很有弹性。”

4 月 23 日，陈丽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经过检测，望城小龙虾鲜味氨基酸占氨基

酸总量 40% 以上，必需氨基酸占氨基酸总

量 36% 以上，口感鲜美。

2019 年，在外打拼的陈丽和丈夫被小

龙虾吸引回到家乡，在长沙市望城区乔口镇

田心坪村流转近 300 亩田地，从事小龙虾

养殖。

四年间，她和丈夫创办了“望城荷花虾”

最大的交易市场——亮芳小龙虾交易市场。

文和友、新洺翰等成为她的客户。

“荷花田是小龙虾的天然觅食场。它们

可以吃藕尖，吃嫩叶。”陈丽介绍，对于养

虾人来说，捞虾是个辛苦活，“收虾的可能

凌晨 6 点就来了，捞虾的至少得凌晨 4 点

钟起来，虾捞上来后还得按标准分大小进

行分装销售。”

陈丽的公司小龙虾制品年生产总量超

过 200 吨、生产总值 1300 多万元，实现净

利润 120 万元，同时解决附近村民零散就

业 300 多人。

2022 年，陈丽建成了望城区唯一一家

具备标准化规范化的小龙虾加工厂，“我们

打算生产小龙虾零食包，游客可以开袋即

食，方便带走”。

辣椒韵味！ 湘菜大师许菊云做的辣椒炒肉来自她家

来长沙的人有几个没吃过辣椒炒肉这

道名菜呢？但你知道最开始的辣椒炒肉用

的是什么辣椒吗？

上过太空的樟树港辣椒？朝天椒？

不，都不是。

它就是产自长沙县的东山光皮辣椒。

东山光皮辣椒起源于黄兴镇沿河两

岸，经当地农户的长期栽培，成了特有的

农家品种。上世纪九十年代，黄兴镇的光

皮辣椒种植面积达 8000 余亩，每亩能产

数千公斤，畅销国内外，被誉为“中国东

山椒”。后受城镇化建设与产业调整，产

量大幅下降，甚至濒临消失。

“在我成立公司种光皮辣椒时，我们这

里种光皮辣椒的不到 10 亩，大多是自种

自用。”4 月 23 日，长沙县多莱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艳华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以前都可以卖到国外，现在为

什么不种？我希望能重振光皮辣椒的辉

煌！”2019 年底，已经是三孩妈妈的吴艳

华盘下了 30 亩土地开始种植光皮辣椒。

吴艳华之所以敢种光皮辣椒，是因为

她知道，不少从事餐饮行业的人都知道光

皮辣椒的历史和文化，她相信光皮辣椒能

够再度获得业内的认可。

一开始，由于经验不足，辣椒苗种植

过密，后期许多小苗长不起来，种出来的

辣椒只开花不结果。为此，吴艳华求助政

府和农业专家，请来中国工程院院士、湖

南农业大学校长邹学校来到现场把脉问

诊，科学栽培，并同邹学校院士团队签订

《光皮辣椒服务框架协议》。

功夫不负有心人。吴艳华种植的光皮

辣椒获得了新长福、徐记海鲜、老许家 ·

大蒜炒腊肉等长沙诸多知名餐厅的认可。

比如，湘菜大师许菊云家族旗下的本土湘

菜品牌老许家 · 大蒜炒腊肉就联合吴艳

华推出了光皮辣椒腊猪脸，某知名海鲜店

就推出了鲍汁光皮椒。

为鼓励村民种植光皮辣椒，吴艳华和

镇村干部深入农户家中宣传推广，并承诺

回收。

如今，光皮辣椒成为黄兴镇的特色品

牌，全镇光皮辣椒种植面积超 1000 亩，

预计年产值能达 3000 万元。

与吴艳华做新鲜辣椒不同，获得“最

美辣妹子提名奖”的株洲女子李庆兰，被

称为“王十万辣姐”，她用独特的传统工

艺进行浸泡，把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的

王十万黄辣椒，制作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

“李庆兰”牌浸辣椒、剁辣椒。“我从小吃

着外婆做的腌菜长大，后来按照外婆的秘

方每年自己做，并不断改进配方。”李庆

兰告诉记者，为保证辣椒品质，她用多种

蔬菜腌制成酵素，并用来代替化肥农药。

“我的辣椒苗一年只需喷洒三次酵素肥，

就可以远离病虫害困扰，酵素肥还能使土

壤中微生物的活性增加，土壤结构得到改

良，土壤酸碱度得到平衡。”

与市面常见的浸辣椒不同，李庆兰的

浸辣椒颜色红、黄、绿交织，很是漂亮。

“我的大包装产品与连锁酒店和餐饮

店实行订单式销售，小包装产品则进超市、

农贸市场零售，目前已销售到省内省外多

个城市。”李庆兰告诉记者，她家的辣椒

产品现在年产量达 400 吨，走进了位于长

沙的 B O B 中西餐厅连锁酒店、锅中故事、

湖南老灶台等餐馆酒店。

猪肉好呷！ 原来她家猪听音乐长大
辣椒炒肉的“辣椒”打起了一场“历

史仗”，辣椒炒肉的“肉”也打起了竞争仗。

参加了“最美辣妹子”评选的夏春霞，

2010 年辞掉小学教师岗位，在岳阳市湘阴

县六塘乡养猪。为了销售，她跟一家酒店

打起了赌。

在酒店方多次拒绝进货后，夏春霞为

了争取合作机会，提出将自己的猪肉和酒店

正在使用的猪肉，通过做辣椒炒肉、红烧

肉等特色菜品，让酒店经理盲品，选出更

优质的猪肉。此外，她给了对方一个承诺：

“就算你们觉得我们的猪肉不行，我们也可

以免费给您提供一个月的猪肉。”

结果没有出乎夏春霞的意料，她赢了。

现在，夏春霞家的猪肉走进了多家餐

饮店。

回头来看，夏春霞觉得，自家的猪肉

能够在市场胜出，是因为与众不同的养殖

方式。

夏春霞告诉记者，她养的每一头猪从

断奶后，吃的是大豆、玉米、碎米等绿色

粮食，补的是松针粉、桑叶粉、陈皮、麦芽等，

喝的是反渗透技术净化处理过的纯净水，

睡的是冬暖夏凉的双层宽大栏舍。而且，

她还会给猪听钢琴曲、小夜曲等，“要让猪

高兴，可以让它们听一些节奏快的、轻快

的音乐，然后猪也会变顺从，比较听话”。

在当地举行的一场展销活动上，陈丽煮虾
的场面引来了直播客。

吴艳华和邹学校院士一起察看辣椒长势。

对于“最美辣妹子”获得

者李能来说，自 2019 年留学

回国投身农业后，经常有人问

她“为什么选择到农村来”。“其

实，我见过了发达国家有机行

业的繁荣，我知道随着国家经

济的高速发展，老百姓不光要

吃得饱穿得暖，还要吃得好、

吃得健康。因此，我坚信有机

行业一定有更广阔的市场。”5

月 8 日，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

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李能告诉

记者。

李能的创业始发地位于常

德的太阳山下、柳叶湖畔。但

她刚来这里时，这里还没有修

建任何农业设施，周边也没有

一条柏油路。

如何让这块土地发挥更大

的产业价值呢？她和同样在美

国留学归来的丈夫申宗昌以及

家人一起商量，决定聘请高校

老师指导，雇用当地农户，进

行露天的有机农业种植生产。

“一开始投入了 1000 万元用于

基地的提质改造。现在不仅建

立了郑太有机餐厅，与常德市

农科院联合设立了有机研究

所，还建立了游客中心，提供

体验式研学等服务。”

李能的有机蔬菜品种就是

大家日常所吃的茄子、豆角、

大白菜、上海青等时令蔬菜。

“我们的蔬菜不用除草剂，不

用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李

能介绍，每一茬蔬菜收割后，

她都会采用生石灰来消毒，并

轮作。因为采用古法种植，她

家的蔬菜总能吃到食物本来的

味道。“经常有客人跟我们说，

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李能

自豪地说。现在，郑太有机农

业全年为常德市区多个门店、

数千名家庭配送会员、在线会

员及线下餐饮品牌提供有机蔬

菜、有机稻米、有机水果及有

机家禽等产品。

如今，柳叶湖旅游度假区

以李能公司基地为基础进行辐

射扩面，打造了以太阳山为核

心的太阳谷有机产业园区。

海归回乡  
携手海归丈夫种植
有机蔬菜

（上接 09 版）

李能和丈夫观察胡萝卜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