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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的第一口粽子，是来自端午源头的味道”——今年6月，以“粽香麒麟·中国粽汨罗江”为主题的湖南粽子品鉴会在长沙举行。作为端午节期间最重要的节日食品，近年来，粽子花式“出
道”，不仅给大家带来视觉和舌尖上的盛宴，还让不少乡村摆脱贫困、焕发生机。

据《中国粽子行业发展趋势分析与未来投资预测报告（2023-2030年）》显示，我国粽子整体市场规模已由2018年68亿元增至2022年89.55亿元，销量由2018年的31.5万吨增至2022年的44.1万吨。
又到一年端午时。爱吃“湘”粽的背后，你知道一枚粽子经历了怎样的“大变身”才来到你的碗里吗？近日，今日女报/凤网记者探访湖南四地，从种植、制作、生产及销售等多环节进行跟踪报道，记录

“湘”粽出村，走向世界的故事。

端午与湖南：剪不断，理不乱
陈先枢（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沙历史

文化研究专家）
端午节是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约定俗成地

成为纪念先秦时期楚国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节日

后，便与屈原流放之地的湖南建立了“剪不断，理

不乱”的密切关系。

然而最开始，楚地乡间却认为这一天是辟邪、

除瘴、祛疫的日子。农历五月初五旧名“端五”，

端是“初”的意思。五月蚊蝇孳生，疠疫流行，俗

称“恶月”，初五日为“恶日”。楚人普遍认为重五

之日是恶日、死亡之日，民俗忌“五”，遂改成“端

午”。所以才有了避邪、除瘴、祛疫的习俗。

这一天，人们爱用兰草煎水沐浴，以祛风散

热，洗除污垢。而后世不断发展，根据不同的季节

和各人不同的需要，沐浴所用的药物越来越多。如

用枫树果、艾叶、透骨草、大蒜皮、苦瓜叶等。

那么，这个日子和屈原的关系是什么？《荆楚

岁时记》载：“是日(五月五日)，竞渡，采杂药。五

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

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

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这

样，端午习俗中又衍生出纪念屈原的成分——以

粽投水祀屈原，并在这天人们普遍食粽，也就成了

荆楚、沅湘端午节风习之一。

有句民谚是“端午前都是草，到了端午都是

药”。端午这天，湖南乡间除了划龙舟、吃粽子外，

还有踏百草、斗百草的习俗。踏百草是在初五的早

晨进行。人们或赤足或穿上新做的布鞋，在有露水

的草丛中行走，直到足部沾满露水为止。斗百草一

般在野外踏青时进行。大人斗草，或以花草之名相

对，以较各人的文化修养之高低，或以各人采集花

草的品种多少为胜负；儿童斗草，则比斗草茎的韧

性强弱，以屡斗不败者为胜，胜则欢欣雀跃。而长

沙人还习惯在端阳熏蚊香、苍术、芸香等，以除疫

去邪；或到山林溪边扯夏枯草、车前草、水灯芯等

药物，洗净晒干，待夏日泡凉茶喝。

6月18日，浏阳市关口街道道源湖村粽叶飘

香。村民刘美华和两位嫂子飞快地包着粽子，她

们将两片粽叶交叠在一起，卷成漏斗状，放入糯

米和配料，随着手指翻动，细绳一绕、一捆、一

紧，不到十秒钟，一个粽子就出现在眼前……不

到一分钟，刘美华就包完5个粽子并把它们连成
一串。

与种植箬叶、创新乌米不同，道源湖村承担
的是粽子的第三道工序：制作生产。

刘美华一家人分工明确——丈夫周康粟负责
购买粽子的原材料和送货，公公负责食材和粽叶
的清洗，两位嫂子和她负责制作粽子，她的姐姐
负责包装粽子……

“我们去年粽子卖了30万元，今年看看可不
可以突破50万！”刘美华说，他们村很多人都懂
粽子的制作生产，隔壁邻居晏琪也是村里有名的
“粽子大户”。

晏琪和丈夫于2018年开始从事粽子生意，为
了保证粽子质量，他们会精心挑选粽子所需要的
原材料——香浓软糯的糯米、散养鸭子下的蛋、
每日现杀的猪肉……

“采用道源湖村的野生粽叶和山泉水就是
道源湖村粽子受欢迎的秘诀。”晏琪说，长沙及

全国各地的不少
包点早餐铺卖的
粽子均出自道源
湖村，在这里，
“四季包粽”
已成常态。

道源湖
村党总支书
记、村 委会

主任周英国告
诉记者，早在40

年前，村里就有人
制作、销售粽子，
2020年，村里越来

越多村民从事粽子生意，“现在有几百人靠包粽
子维持生计”。

为了发展粽子产业，道源湖村村委也付出了

很多——村委成立了公司，注册了公共的粽子品

牌，形成以三家食品公司为生产龙头，200多户农

户分散加工的点面结合粽子生产模式，将制作

粽子的村民整合起来抱团发展，建起了一条集生

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粽子产业链。值得关注

的是，这条粽子产业链上，80%的工作人员是女

性。

如今，道源湖村的粽子生意从家庭小作坊发

展成了工厂化生产和散户式加工等多形式，线上

20000多个网点覆盖了26个省——2021年，道源

湖粽子销量为3200万个，2022年销量为5000万

个，产值突破一个亿。

“截至今年6月，全村粽子订单突破了6000万

个，产值预计突破1.3亿元，集体经济收入预计突

破60万元。”周英国说，接下来，道源湖村将围绕

粽子，引进优质糯米品种，种植箬叶，打造一条更

完整的产业链。

一款乌米，带火500万只粽子

 拆开粽叶，黑不溜秋的糯米里点缀着一抹亮色

馅——叉烧或是咸蛋黄。清蒸过后，清香四溢。

吃乌米粽，是郴州市苏仙区坳上镇田家湾村的端午

习俗。与传统粽子不同，这里的粽米是黑色的，背后还有

着一个古老的传说。

“今年，我们的乌米粽销量预计能达到500万只。”

李启香是田家湾村人，也是当地乌米粽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她一手打造的“香姐乌米”品牌在

市场上供不应求。

什么是乌米？李启香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当地
将山上野外的乌饭树叶、择子柴叶、金刚刺嫩头、枫香
树嫩叶等十余种能食用的树叶洗净捣碎，过滤挤汁，浸
泡在白色糯米中，染成乌黑色后用清水洗净，乌米就制
成了。

李启香说，村里世代流传着一个故事。在古代有一
位叫目连的人，他母亲被官府关进了牢狱，为了不让母亲
饿死，他上山采来一些乌饭树叶，捣碎同糯米一起烧成
乌黑色的饭团，送给母亲吃。狱卒一看黑乎乎的饭中还
混有一些树叶，连猪食也不如，就给母亲吃了。可母亲吃
后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在狱中连蚊子都不叮咬。

“因为目连第一次烧乌饭是农历四月初八，所以这

一天也成了当地的‘乌饭节’，同时为了纪念目连对母亲

的孝顺，烧乌饭的习俗流传至今。”在李启香印象中，自

家用乌米制粽的技艺也是祖辈传承下来的。五六岁起，

她就跟着母亲上山采乌饭树叶。“虽然乌饭叶一年四季

常绿，但要做乌米的话，采春天的新叶最好。”每逢周

末、寒暑假，李启香就会带着家里做好的乌米饭和乌米

粽，跟几个同龄伙伴挑着篮筐，到骡马古道、市里的农贸

市场叫卖，“每年端午节卖得最多！一天可以卖到1000多

元钱。”

2015年，李启香从广东回乡，参加了一场寻找“最美

湖乡”活动，看到古村落的青砖灰瓦，她突然回忆起儿时

在外婆的老房子里做乌米、吃乌米饭、走街串巷叫卖乌

米制品的场景。于是，她决定回乡创业。

2016年端午节，李启香在家乡售卖乌米粽，许多游客
品尝后，觉得用乌米制成的粽子不像其他粽子那样，吃
多了不消化，恰到好处。就这样，她做好的7000多个粽
子两天就卖完了。

“要让乌米粽走出乡村。”这是李启香的决心。然
而，大规模制作乌米很快遇到了问题——乌饭叶只能生
长在大山深处，几乎没有人工种植的先例。野生的乌饭
树数量十分有限，非常难找，难以满足规模化生产乌米
的用量。

“按照我们传统的方法，帮我们采摘的都是一些60
岁以上的老人家。因此，想把乌米产业做大做强，必须建
设自己的原材料基地。”于是，李启香流转了300亩山地，
摸索移植乌饭树。第一个月，因为刨的坑太浅，根系吸收
不到营养无法存活。她找专家了解种植技术后，把坑的
深度增加到50厘米，再加入一些生根粉保护根茎，才让
几百亩的乌饭树活了下来。“发现山上有原生态、野生的
树，我们也会请工人进行维护。”如今，李启香的乌米粽
原材料种植基地已经扩大到了500亩。

“乌饭叶、金刚藤、枫香树，凡是和我们做乌米相

关的原材料，我们都会把野生的留起来。”如今，李启香

的乌米产业形成了规模，2021年乌米粽的年销售额超过

2000万元，今年端午节期间，她的乌米粽销量预计能达

到500万只。

一片箬叶，为村民增收800余万元
 

6月的塔山瑶族乡山上，翠绿的野生箬

叶如同“地毯”一般，覆盖整座山峰——“今

年，我们又是丰收年咯！”符三娥是塔山瑶族

乡敖头村村民，也是这里最早一批收购新鲜

箬叶的人，他们靠着这片薄薄的叶子，走上了

致富的道路。

临近端午节，塔山瑶族乡又忙了起来。箬

叶是制作粽子的最佳“天然包装”，早在上个

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人就集体上山采摘箬

叶，根据叶片的质量，分为“甲乙丙”三个等

级，卖出去贴补家用。而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收购箬叶的商人越来越少，于是，村里人

也不再采摘箬叶，“只有每年端午节，才会上

山摘几片叶子用来包粽子”。

塔山瑶族乡位于常宁市南部的一个偏远

高山区。这里常年云雾缭绕，昼夜较大的温

差、湿润的空气，是箬叶绝佳的生长环境。全

乡现有野生箬叶分布广泛。看着碧绿的箬叶，

符三娥觉得这是一个有前景的行业，不能因

销量不好而耽误种植。

2009年，符三娥在村里开了一家商店，

结识了一批外来商人。村民们对她“寄予厚

望”，希望通过她来推销村里的箬叶。她二话

没说，当起了箬叶销售——经过一番寻找，

她找到买家，将村民们采摘的新鲜的箬叶卖

到江西。可没想到，这次买卖却让她血本无

归。

“叶片的质量不合格，销量就起不来。”

符三娥没有放弃，在第二次买卖中严格规定

了箬叶收购的标准，确保叶片的质量——长

度达到30厘米，宽度等同于20元人民币，不

能有虫眼、不能有损坏，不能脏污。

经过多年的努力，符三娥的事业发展起

来，她逐渐有了能长期合作的客户，村里箬叶

被销售至全国多个省份，甚至销往海外。

如今，符三娥在家中搭建了两个冷藏库，

雇佣村民在敖头村及周边村落收购新鲜箬

叶，也雇佣妇女负责打包，“3元一包，一天下

来，能够挣100多元”。

在符三娥的带动下，不少人加入到箬叶

收购项目中，越来越多的村民上山采摘箬叶，

“其中，大多数是50~60岁的妇女，以2022年

为例，鲜叶收购价格为3.5元一斤，十来天的时

间就可以赚上千元”。

近年来，塔山瑶族乡因势利导，把箬叶培

育、生产、采摘、加工、销售作为山区发展的

重要产业来抓，成效明显。如今，箬叶已成为

塔山群众稳定增收、乡村振兴的致富产业，为

群众年增收达800余万元。

为了确保箬叶产业的长久发展，塔山瑶

族乡还开始人工种植箬叶，规定箬叶的采摘

期。敖头村人工培育了将近百亩箬叶，“今

年，我正在计划成立一个合作社，团结力量，

把箬叶卖到更远的地方去。”符三娥说。

一枚湘粽       如何到你碗里来？

李启香（右三）正在教孩子们包粽子。

刘美华（右）展示刚刚煮好的粽子。

箬叶采摘回来后，需要立即分拣、打包。摄影/ 蒋楠 

塔山瑶族乡的妇女们正在采摘箬叶。摄影/ 周秀鱼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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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摘叶、制米，到包装、销售，我们记录了一枚

小小的粽子过“九九八十一关”才能成为餐桌佳肴

的全过程。尽管全国各地在端午节有不同的风俗，

但粽子却是大家共同喜爱的食物。

“水团粽子恰登门，白酒持来更满樽。”亲朋好

友相聚吃粽，传递的是团圆和情谊；节日各地不断

开展的慰问送粽活动，表达的是善意和问候；背井

离乡的游子，尝的是乡味，品的是乡愁……粽子不

仅是美食，也弥漫着浓浓的世间情。

千百年来，粽子还承载着文化和时代的变

迁——当然，不光端午，春节、元宵、清明，每个

传统节日的背后，都有其历史渊源、美妙传说和深

广的文化基础，包含了整个民族的浪漫情怀。观其

形、品其味、听其事，在品味粽子美食的同时，学

习、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何乐而不为呢？

专家声音

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如何让一枚高品质湘粽出村闯世

界？销售尤为重要。

“2023年的第一口粽子，是来自端午源头的味道。”这

是今年汨罗市品鉴会上的一句话，也是汨罗人的决心。

汨罗江岸抛粽祭魂，如今粽子不仅是当地的特色产

品，更是地区的文化烙印。在这座城市里，有一个小镇不断

推进粽子产业园建设，引进优秀龙头企业，培育粽子家庭

作坊，逐步形成制作规模——它，就是屈子祠镇。

周其是屈子祠的“金牌销售”，自2015年起，他在一家

专门生产汨罗粽子的公司当销售员，因业绩突出荣升销售

总监，此后，为汨罗粽子打开了全国市场。

汨罗粽子要出湘，最大的难点在哪儿？周其说，竞争

对手太强大——比起汨罗粽子，浙江嘉兴的粽子更广为

人知，他们的产业化也更健全。很多消费者并不了解“新

品”汨罗粽子的优势，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汨罗粽子

都是自产自销，无法发展经销商，更别提扩大市场。“要

突破，就要敢于竞争。”周其说，他要带着汨罗粽子PK嘉

兴粽子。

2016年，周其通过汨罗市政府牵线搭桥，认识了一位

在深圳经营餐饮业的汨罗人。对方有着浓浓的家乡情结，

品尝过他带去的粽子后，当场下单，还给出了高评价。

口味得到认可后，该用什么办法让汨罗粽子先于嘉兴

粽子“出圈”？周其决定打出一张“文化牌”。

“屈原是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出生于楚国丹阳秭

归（今湖北宜昌），自沉于汨罗江（今岳阳汨罗市），我们汨

罗就是端午粽的发源地。”在销售过程中，周其一边向客户

介绍屈原，讲述汨罗粽子的“前世今生”，一边将随身携带

的粽子推荐给客户品尝。

总有客户提问：“汨罗粽子跟嘉兴粽子有何不同？”

周其介绍，从形态上看，汨罗粽子棱角分明，以牛角粽

和羊角粽为主；从口味上看，嘉兴粽子以大肉粽为主，但传

统的汨罗粽子主要是碱水粽——将糯米用碱水浸泡一夜，

再用粽叶包成牛角状，蒸煮之后，剥去粽叶，粽体颜色橙

黄，晶莹透亮，入口清香甘甜。

“每年端午前夕，我们都会聚在一起，讨论今年比较

受欢迎的粽子口味。”周其说，根据多年的销售经验，他发

现，女性更偏爱蛋黄肉粽，碱水粽则更受老年人的喜欢。

就这样，在周其及团队的努力下，该公司将汨罗粽子销

售到全国34个省、市，粽子口味也从传统的碱水粽扩展成

包括蛋黄肉粽在内的12个品种，根据客户的需求，还可以

增加青稞、桑葚、黄精、葛根等健康食材。目前，屈子祠镇

拥有了15种粽子品类，年产量高达2000余吨，产值3000万

元。在今年，某电商平台的助农专区中，汨罗粽子作为湖南

的代表性物产被重点推荐，截至6月中旬，汨罗粽子的销量

达到去年同期的1.9倍——“汨罗粽子”通过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认证，成为经典品牌，深受消费者喜爱。

一个小镇，卖出2000余吨汨罗粽

不少村民靠包粽子维持生计。

周其（中）是屈子祠的“金牌销售”。

一个订单，产值突破1.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