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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甜酒酿出乡村振兴甜蜜滋味
“新农人 兴农人”

系列报道 32

“记得我坐月子时，公公

婆婆就是用自己酿的甜酒冲蛋

给我吃。我是女性，我想让女

性喝到健康美味的甜酒。”2

月5日，汨罗市长乐镇长乐村

人黄能欢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她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

亲，“在我们这里，新手妈妈

坐月子就会喝甜酒冲蛋，据说

可以催奶。”而且，当地女性

在出现手脚冰凉、脾胃虚寒症

状时，也常喝甜酒冲蛋，既暖

身又暖胃。

不过，黄能欢最初决定创

业的理由却令人意外。

“婚后基本上是‘月光

族’。”黄能欢回忆。当时有

朋友给出建议：“你公公婆婆

做的甜酒很好吃，你们为什

么不接手呢？”

事实上，黄能欢是喝甜酒

长大的。小时候，每到过年，

黄能欢妈妈就会准备一桶甜

酒，放在一个角落，黄能欢就

经常假装路过，偷吃两勺，“那

叫一个甜”。而每逢佳节，黄能

欢的公公婆婆还会用自家酿的

甜酒招待客人。

“当时也没有钱，但政府

有贷款政策支持，我们就创业

了。”黄能欢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她于 2020 年正式注

册了甜酒家庭作坊。

“长乐甜酒以糯米为主原

料，经过淘米、浸米、上甑、

淋饭、拌曲、装坛、入窖、出

窖等流程酿造而成。”黄能欢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正

宗的长乐甜酒工艺虽不繁复，

但十分讲究。

黄能欢传承了公公婆婆做

甜酒的传统技术，坚持人工制

作，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也

没有勾兑别的酒。

为了保证品质，黄能欢选

择的原材料，是当地的特色糯

米“三寸糯”，而且会专门采

购没有打农药的“三寸糯”。

为了开拓市场，黄能欢会

经常参加一些展会，也尝试

着做直播。目前，她家的产品

进入了湖南省内的一些商超，

也开始入驻一些大型的网络

平台。

“以前是年底才做甜酒，

现在是全年都做，这已经成

为家里一个稳定的经济增收

来源。”黄能欢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她的家庭作坊

2023 年的产值达到了 1000 多

万元。

黄能欢的家庭作坊也给附

近村民和残疾人带来了就业增

收的机会。“我们固定上班的

熟手有 18人，大多是女性。”

黄能欢介绍，村民就近上班既

可以赚点钱补贴家用，也可以

照顾家里的老人或小孩。  

300 余家家庭作坊及企业、年产值达 8 亿元、带动 8000 人就业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没想到，一回到家乡，就能喝到一口长乐甜酒！”2 月 1 日，一个个从天南地北赶回家过春节的汨罗人，走出高铁汨罗东站时，就被
当地举办的免费喝甜酒的文旅活动给吸引住。

近年来，岳阳汨罗市长乐镇的长乐甜酒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一张“甜蜜”名片。已在长乐镇“演出”了上千年的长乐甜酒，随着 300
余家家庭作坊及甜酒企业的兴起，带动当地糯稻种植和家门口就业人数超 8000 人，年产值高达 8 亿元。

而在这份甜蜜事业中，就有汨罗女性闪闪发光的风采和智慧。

长乐甜酒的历史，也被汨罗

人津津乐道。

长乐甜酒的酿造始于北宋期

间一个关于孝文化的美丽传说。

相传，长乐照壁巷一个名叫陈玉

昆的年轻人，在伺奉生病的母

亲时，无意间发明了甜酒。元顺

帝曾赞曰：长饮此酒，乐而忘忧。

后来，清乾隆帝驻驿长乐时御笔

亲题“长乐甜酒”。自此，长乐

甜酒始得其名、誉满四乡。

黄能欢和周迈辉在传承长

乐甜酒之余，也在思考如何创

新，让长乐甜酒能在新时代走

得更远。

黄能欢依托长乐甜酒开发了

桂花味低度米酒，口感甘甜，人

们喝后会微醺。为了开发这款产

品，黄能欢做了多次试验，并请

人品尝、评点，然后进一步改良。

如今，这款花酿米酒已成为当

地非常受欢迎的招待客人用酒。

周迈辉则考虑延伸甜酒产品

的链条，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

下，将长乐甜酒和长乐古镇故事

会、大垅农庄农耕文化、智峰

山滑翔等一起打包做成大长乐

旅游线路，向国内外游客推荐，

并依托自己的渠道，推广本地企

业推出的冲饮型方便甜酒、即

食型易拉罐装甜酒等创新产品。

记者从汨罗市委宣传部了解

到，近年来，汨罗市委、市政府

围绕主导产业，大力支持长乐镇

发展糯稻生产和甜酒加工产业，

以“互联网＋现代农业”为抓手，

以订单生产、农民入股分红为主

要契约形式，形成种植、加工、

冷藏、销售各环节的有效融合

和产业利益的紧密联结。长乐

镇建起了甜酒产业园，成立了

甜酒协会，培育了约 30 家甜酒

加工企业，300 余户甜酒作坊，

带动当地糯稻种植与群众家门

口就业 8000 人，年产值高达 8

亿元。

黄能欢酿甜酒，同样是长乐

村人的周迈辉则选择种植酿酒

用的糯稻。2016 年，她流转了

3000 亩地种植糯稻。

周迈辉是当地的名人。

作为村里第一批外出打工的

人，她南下深圳打工、自学摄影，

后来办过摄影工作室，又开过鞋

厂，还在家乡办起了驾校。

“赚钱了，能为村里做的事

也多了。”周迈辉说，她一直惦

记着让家乡发展起来。她成立

了大垅农业专业合作社，创办

了湖南省迈辉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从 2014 年起，她帮助村里，

将长乐村墈屋周片区的基础设

施和乡村环境全部整改了一遍。

2016 年，长乐村成功创建“湖

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后

来，她本人也被评为“湖南省

三八红旗手”，当选为湖南省第

十二次党代会代表。

“之所以种植糯稻，既是为

了响应‘一村一品’的号召，也

是因为自己对长乐甜酒有很深的

感情。”2月4日，周迈辉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当时村里年

轻人大多在外地务工，留守的老

人没有思路，不知道如何增收，

作为同样从小喝长乐甜酒长大的

汨罗姑娘，她想到了糯稻。

“我的外婆今年 4 月就将满

100 岁了，她上世纪 50 年代就在

我们镇的街上卖甜酒，我现在镇

从“月光族”到女老板   从打工妹到湖南省三八红旗手 

从历史深处走向更甜蜜的未来

 2023 年 10
月，在长沙
举行的第二
十四届中国
中部 ( 湖南 )
农业博览会
上，很多人
来黄能欢的
展位品尝或
购买长乐甜
酒。

上的门面就是她当年的门面位

置。”周迈辉说。

在周迈辉看来，作为“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的长乐甜酒不

用本地的水、糯稻、酒曲等材料

来做就不好吃。因此，她从长

乐村及周边两个村流转了3000

亩地专门种植糯稻。

糯稻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

亩产低。因此，周迈辉请来相

关专家，从打造品牌、提升品质、

提高产量入手，进行糯稻的科

研试验。“我们通过科研，让糯

稻不仅抗风，而且亩产量最高

能达到 600 公斤。”周迈辉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目前科研

还在继续，以攻克糯稻亩产量不

能长期稳定的难关。

如今，长乐镇有糯稻种植

面积 800 公顷，糯稻种植农户

3200 户，2 公顷以上种植大户

93户，建立了10 个优质糯稻生

产基地，2019 年还成功参与创

建省级优质农副产品糯稻供应

基地。

周迈辉的公司也成为附近村

民就业的好去处。“我们现在正

式员工有 56人。临时用工有时

一天达到两三百人，临时工每天

收入 130 元。”周迈辉介绍。

同时，周迈辉对员工开展了

甜酒方面的培训，“每年几十场”。

一些员工参加培训后，掌握了技

术，通过技术入股，在周迈辉

等人的帮助下，开起了做甜酒的

家庭作坊。

“这些家庭作坊，小的年产

值 200 万元左右，大的年产值

达到 600 万元。”周迈辉自豪地

说。

一碗甜酒，一份“香”愁。

用传统手工做出来的长乐甜酒原汁原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