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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地为布，她们用彩稻为乡村添彩
7 月 9 日，岳阳市湘阴县石塘镇，天气有点热，但一阵风吹过来，稻浪翻滚，一幅由黄色、黑色、

绿色等彩色稻叶组成的情侣图，在田野间随之摇曳，映入一群来此采风的湖南书画名家的眼中。
与此同时，在距离出土了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的永州市道县寿雁镇玉蟾岩遗址

100 多米远的农田里，外来媳妇夏青正指挥村民们种植中稻，一把把黑色的秧苗随着村民的手腕翻
动，组成了“天下稻源”四个字……

这些成片的黑色、黄色的水稻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充满生机。

“我觉得乡村有无限的机会。因此，

当政府安排我搬迁至工业园时，我选

择去农村。”7月9日，岳阳市三八红

旗手、稻宏乐园董事长黄佳丽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

2020 年，因湘阴城区重点项目修

建，黄佳丽位于项目区内的工

厂需要拆迁。是搬入县工业园

还是另找他址？她有些举棋不

定。经过与石塘镇领导和一些

亲朋好友沟通后，她决定进驻

离县城仅3公里远的白湖新村。

“乡村振兴是国家重大战

略，劳动教育开始走进中小学，

我的蛋糕等食品加工制作车

间，可以让孩子们来上体验课。

这些都是我选择农村的理由。”

黄佳丽说。

在白湖新村，黄佳丽结合农耕文

化，打造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除建有现代化食品生产车间外，配套

建设了田间小火车、儿童游乐园等文

旅项目。

“在开发文旅项目时，我就一直在

思考如何与别人不一样。”黄佳丽告诉

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2019 年，她就与

湖南农业大学等签订了产学研合作项

目，在了解到湖南一家公司有彩稻种子

销售后，便在 2021年开始种植彩稻。

黄佳丽种植了300  亩彩色水稻，

从 2021年开始设计了“五牛献福”“熊

出没”“五虎临门”“机甲战士”“乡村

振兴”等字画。“我们设计的这些字画，

考虑了不同类型客人的需求。”

这些图案是怎么实现的呢？

“所有图案均请专业技术公司设

计，用卫星定位到田间，再人工种植

出来。”黄佳丽介绍，一幅稻田画的种

植，就像“十字绣”一样，在卫星定位后，

根据设计图案在田里拉线，把每个节

点定位好，然后请村民手动插秧。

黄佳丽说，在田里拉线时，专家团

队会用喇叭在一旁喊话指点。至于哪

一块区域插什么颜色，专家们也会在

拉线后插一株对应颜色的秧苗，以提

醒村民。

300 亩的巨型稻田画，自然吸引了

众多游客的喜欢。

一对武汉自驾游夫妻从网上看到

稻田画后，到这里住了一晚。一对在北

京上班的年轻夫妇获悉后，决定来此

办一场田园婚礼。“他们去年就说了来

办一场田园婚礼，我当然欢迎了。”黄

佳丽告诉记者，她特意为这对新人准

备了一对爱人相拥的彩稻画——用黑

稻绘头发，用黄稻绘衣裳，用白稻绘

婚纱，用红稻绘玫瑰。

5月20 日，婚礼如期举行，新娘

子开心地笑了。她告诉黄佳丽，她原

来只想要一场田园婚礼，没想到这里

唯美得像巴厘岛。

对于前来研学的孩子，除了能看到

特别的彩稻画、坐小火车，还可以喝

到彩稻制作的米豆浆、米粑粑等。一

名来此研学的孩子对他的母亲说：“妈

妈，我们在附近买个房子吧，这样我

放学了就可以随时过来玩。”

稻宏乐园开业后，广泛吸纳周边

劳动力就业，现有正式员工 165 名，

其中“上岸”渔民 42 名、脱贫劳动力

14 名。村民杨应龙就是一名“上岸”

渔民，自2021年稻宏乐园开业后就在

这里打工，主要负责农作物的种植，

每月收入 4000 元左右。

7月9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谭

仁、欧阳慧龄等十余位书法、绘画艺

术名家来稻宏乐园采风。这让黄佳丽

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7月11日，黄

佳丽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未

来，我将根据发展需要把彩稻扩展到

1000  亩左右。”

与黄佳丽不同的是，同样种彩稻

的夏青才刚刚插秧，而且，她遭遇了

很多人的不理解和担心。

夏青是河南洛阳人，原本和丈夫

唐志龙在广东闯荡，2014 年，为让

孩子不做留守儿童，她从广东回到丈

夫位于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的老家，开

始做起了“农村淘宝合伙人”，兼做

物流快递。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

她的物流生意做到了所在乡镇最大，

而且效益最好。

“我是外地女，先生为了满足我

的胃，一直在找好吃的品种，并从

2016 年开始试种黑米、红米、香米。”

7月11日，夏青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她看到乡下很多田地荒芜，后

来又机缘巧合认识了湖南省水稻研

究所原所长何登骥，便于 2019 年开

始了水稻种植，2021年彻底放弃快

递物流，2022 年开始增加彩稻项目。

夏青种植彩稻的田位于道县稻作

遗址——玉蟾岩附近的寿雁镇芽洞

村。在玉蟾岩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出土了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

培稻标本，距今约 1.2万年。玉蟾岩

是人类稻作农业发源地之一。

“我的田离玉蟾岩直线距离就

100 多米。”夏青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她之所以做彩稻，就是希望让

更多的人知道道县的稻作文化，带动

当地稻业发展，也是为她自己的“零

农残”大米做宣传。

目前，她流转了约 500 亩稻田，

其中 400 亩种植的是功能香稻，其

中就有何登骥团队研发的品种“国稻

种芯 -517”，还有近 100 亩种的就是

彩稻。

夏青今年设计的彩稻字有“天下

稻源”“国稻种芯”“稻洲香”等。“全

是由绿色和黑色的稻叶组成的字。”

夏青解释，用“天下稻源”四个字是

因为基地在玉蟾岩这个稻作文化历

史古迹前面，有着独特的历史意义；

“国稻种芯”是其中一些品种如“国

稻种芯 -517”等肩负水稻选种的使

命；“稻洲香”则是她自己的注册商标。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彩稻种植

起来成本高、工序多、产量低。夏

青介绍，除了图案设计要花钱请专业

的人来操作，从外地采购的彩稻种

子最高要360 元 / 公斤，而彩稻的平

均亩产才 250~300 公斤，而且，彩

稻本身比较脆弱敏感，易起病虫害，

“可以说，像我们洛阳的牡丹一样娇

贵”。为了照顾好彩稻，她专门请了

一名师傅从育秧开始就关注彩稻的

生长。这个师傅每天要巡查 6 次，夏

青自己每天也会去查看两次，并记录

彩稻生长信息。“在我们这里种彩稻，

中午时要放‘跑马水’，即田里没水时，

要放水进来，但 10 分钟之内又要把

水放出去，因为彩稻叶子太嫩，中午

水温高，可能烫伤叶子；如果水不

排干，则水进入彩稻苗内太多，可

能造成彩稻苗死掉。”

在收割时，机器收割也不方便，

必须得人工按照色系不同分开收割。

得知夏青放着那么好的物流生意

不做却来种田，不少人说她是“傻子”，

她远在洛阳的父母得知她嫁到湖南

种田当农民，也总是担心她太辛苦。

夏青一边安慰父母不用担心，一

边暗下决心要把彩稻等事业做好，

“我虽然是外嫁女，但我也希望能通

过自己的努力，助力我们道县‘天下

稻源’的文化名片走出永州，走向全

国，乃至走向世界，引起全世界人民

的关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罗雅洁）7月

7日，正值小暑节气，长沙县黄兴镇敬老

院却迎来了一丝清凉。当天上午，湖南省

“最美辣妹子”、长沙县多莱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吴艳华带着员工前往该敬

老院开展慰问，送上几十公斤辣椒、100

余个香瓜等爱心物资，与老人们聊心事、

唠家常。

“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批光皮辣椒，特

意来送给老人家品尝，我们觉得特别有

意义。”吴艳华介绍，知名湘菜“辣椒炒肉”

中的辣椒，最初采用的就是光皮辣椒，但

后来受城镇化建设与产业调整，光皮辣

椒产量大幅下降，甚至濒临消失。2019年，

吴艳华盘下了30 亩土地开始种植光皮辣

椒，并带动光皮辣椒成为黄兴镇的特色

品牌。“我还记得，有一个老人尝过我们

的光皮辣椒后，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说

这就是他年轻时尝过的味道！”

老人的这句话在吴艳华心里扎了根，

所以这次慰问，她把今年首批面世的光

皮辣椒送到了敬老院。93 岁的黄爹爹看

到光皮辣椒后很惊喜，他回忆说，自己年

轻时也种植过光皮辣椒，还因为种得好

受到了生产队的嘉奖，“我记得奖品是一

块印有‘喜’字的毛巾，后来我女儿结婚，

那块毛巾就送给女儿了”。

据了解，黄兴镇敬老院目前共有 36

名老人，不少老人患有疾病，行动不便。“尊

老、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只要有机会，我还会继续带着员工来看

望老人、慰问老人。”吴艳华表示。

消息 >> 湖南省“最美辣妹子”前往敬老院开展慰问

夏青的彩稻田离玉蟾岩遗址直线距离就 100 多米。

黄佳丽种植了 300 亩彩色水稻。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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