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业编号

101-108

109-111

114、115
119、120

201-204

301-304

401-404

501-504

601-604

合计

产权证号

株洲市不动产权第 0002439号至第 0002432号

株洲市不动产权第 0002446号至第 0002444号

株洲市不动产权号第 0002443号至第 0002440号

株洲市不动产权第 0002431号至第 0002428号

株洲市不动产权第 0002427号至第 0002424号

株洲市不动产权第 0002423号至第 0002420号

株洲市不动产权第 0002419号至第 0002416号

株洲市不动产权第 0002415号至第 0002412号

用途

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使用权类型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房屋建筑面积（㎡）

415.61

113.68

1104.08

2353.09

2365.81

2287.13

2287.13

2298.29

13224.82

起拍价（万元）

14980

14980

保证金（万元）

1500

1500

备注

101-103出租

119部分出租

201出租

301、302、304出租

404出租

501、502、504出租

601、602出租

整体起拍价：1.498亿，保证金 1500万，增价幅度 100万元
拍卖方式：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二、竞买登记手续
有意者请于 2022年 03月 12日 16：00前（以到账时间权准）将

竞买保证金汇入委托方指定账户。
收款账户：株洲华晨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分行
账号：943006010078710004
存入保证金后请及时联系我公司工作人员，并持有效身份证

件及保证金缴纳凭证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三、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和自

然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四、标的展示
自即日起至 2022年 03月 12日（自行看样）
展示地点：拍卖标的坐落地。
咨询人员及电话：15274972363（李先生）

13786184280（刘先生）
五、特别提醒
本次拍卖上述资产的当事人、抵押权人或其他优先购买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视作拍卖送达，优先购买权人行使优先
购买权时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按照我公司竞买要求办理相关
手续，逾期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不影响本次拍卖活动的实施。

湖南华鸿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 03月 06日

受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株
洲分行及株洲华
晨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管理
人共同委托，我
公 司 将 于 2022
年 03月 13日 10：
00 在 株 洲 市 天
元区珠江南路珠
江 丽 园 23 栋 3
楼会议室对湖南
白云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名下位于
荷塘区红旗中路
238 号东方时代
广 场 8 栋 101、
102、103 等 合 计
35 处 资 产 进 行
整体拍卖。

一、拍卖标的及起拍价

注：具体产权数据最终以产权登记管理部门的为准。

拍卖公告

责任编辑：朱 洁
美术编辑：黄洞庭
校 对：张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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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本 随笔

生活家豆腐老祖淮南王刘安怎么也没想到，芳香
诱人、白白嫩嫩的豆腐偏偏到了千里外的攸县
变了戏法。卤水一入，竟然让豆腐又有了新味
道。金黄又滑嫩的香干，成了湘菜中不可多得的
经典地方名菜之一。

攸县制作豆腐，过去只有逢年过节才有。临
近春节，家家户户都忙着做豆腐，炸麻根，这种
传统渐渐演变成日常后，豆腐便成了寻常百姓
的食物。攸县香干的制作讲究，属于古法技艺。
选择新鲜的黄豆，剔除杂质后洗净，用水浸泡数
小时，让黄豆泡发透水，之后以石磨磨成浆，滤
去豆渣，再下锅煮豆浆，适当加温后待降到一定
温度，与掺入的石膏水搅拌均匀为点膏，待豆浆
将要凝固成豆腐脑，再用瓢将豆浆舀到准备好
的专用木箱内，轻压并滤干水分，即成新鲜豆
腐。新鲜豆腐出炉后，用纱布包成块，用特制的
木板轻轻压在上面，大约四个小时后，就可以得
到成形的豆腐块，而后将豆腐块用卤水进行卤
味，就形成了独特技艺与味道的攸县香干成
品。、攸县香干之所以有如此的味道，得益于这
里的水质好。攸县有酒埠江水库，流水汇入漕泊
禹王洞，与那里的天然矿泉水，皮佳洞过滤的
阴河水和柏市的温泉水汇聚一起，富含有益于
人体健康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丰富，造就了独
一无二的，符合绿色环保要求的水质。恰恰这
样的好水，成就了攸县香干的品质。很多外地
人到攸县拜师学艺，做香干子，攸县人丝毫不差
地传授，奈何当地水质的问题，怎么也做不出攸
县地道味。

近 年 来 ，攸 县 香 干 已 经 打 造 成 一 个 产 业
链。无论你走到哪里，走进任何一家湘菜馆，攸
县香干必定成为湘厨的拿手好戏。尤其是攸县
香干具锅香浓、口感滑嫩、韧性足、口味纯等优
点，是湘菜馆中，必受顾客点中特色家常菜之
一。即便在南方工业城市中，遍地林立的木桶
饭盛行的湘川特色小饭店中，香干回锅肉，亦

是一道镇店之菜。
这道看似简单，做起来却十分不易的攸县

香干，要炒出好水平，自然要掌握其中的奥秘。
香干易炒，美味难求，大抵就是讲的是厨师的技
法娴熟与否，拿捏的火候准不准。

做攸县香干这道菜，先将香干切成片，放入
滚水中焯一下捞出沥干水分。同时青、红辣椒洗
净切碎备用、蒜苗洗净切段备用。如果爆炒香干
回锅肉，则选用干红辣椒，切段备用。接下来，锅
中放入少许油，下入辣椒炒出香味后放入焯好
的香干翻炒。若是香干回锅肉，则略加豆瓣酱。
然后依次放入适量酱油、盐、蚝油、鸡精、蒜苗
段，翻炒均匀后勾芡淋少许香油即可装盘。这道
菜只要端上桌，就能快意感受到此菜入口绵润，
韧性足，嚼起来，口齿留香，且最下饭。

攸县友人告诉我，攸县香干营养丰富，有
“植物肉”之称。其蛋白质可消化率在百分之九
十以上，比豆浆以外其他豆制品高，故受到普遍
欢迎，攸县香干含有高蛋白，低脂肪，是典型的
养生食品。具有降血压，降血脂，降胆固醇的功
效。是生熟皆可，老幼皆宜的美食佳品。

我每次去湘菜馆，或是木桶饭饭馆，一个
香干回锅肉，便成了不二选择。那香，那味，丝
丝来自故乡，慰以灵魂深处。

小区的灯
铁 乃

白天的时候没人注意那些灯，白天，
人们头脑里的事情大都不与灯搭边。白
天的灯休眠，养精蓄锐，或且做一个长长
的、不间隔、无休止的梦，梦境比摇篮里
婴儿的幽深曲折。楼栋外面的灯只是一
些柱子，高的丈许，矮的一米，精致到你
不认为它们是灯，以为是路边的一些装
饰。套间里面的灯也是一些悦人悦己的
装饰。

暮色一点一点地下沉，聚拢，变稠，
灯倏忽亮了。灯醒了，夜就来了。小区里
的夜是灯请过来的。小区里的灯受到外
边马路上、街口上灯的感染，路面移动的
车灯也一再催促：醒醒吧，该亮了。外面
的灯气势浩大，堂而皇之，高、大、上。每
盏都自认为是其所拥有的天地里的王
者，它要将该驱逐的东西驱逐干净。

小区里灯疏、稀，跟路走，等距离。路
宽一点，灯高点；路窄点，灯矮一点。高者
顶端似有五爪弯伸，活脱脱捧着一个极
似南瓜花的罩，内里便是灯，形如从超市
买来给小孩子吃的热狗。热狗的两侧又
有三个相同的塑料片子从上往下依次挡
下来，光便集中往下走了；矮的就一长条
形柱子，米把高，顶端里头也是一根热
狗，顶盖向下稍有遮挡。灯一味地要将它
的责任落到实地，为的是每一个经过的
步子的稳妥、沉着，要轻快、轻盈一点也
行，调皮、活泼一些也无碍。远处从黑里
朝亮处望，朦朦胧胧；走近，只见一些近
乎银色的光辉洒落，在所及的范围内柔
柔软软又极其暧昧。

光与光的接合处是不小的一段黑
暗，不是墨黑，是微黑，是灯下的光辉衬
托出来的黑。从这黑里走过才知灯给出
来的美好和诗意，才知灯营造出的无穷
尽的神秘和无法描述的恰好，才知这夜
真切是灯给的，才知给的真是时候。当
初装灯的人要是知晓这些，那他一定是
诗人，是当代的杜牧、王维，刚从诗行抽
开心，就操持上电工工具。夜里散步的
人不愿走出大门，就在小区里绕行，沙、
沙、沙……

鞋底与沥青路摩擦的声音明里暗里
都有，暗处一样的轻快。有两个影子慢慢
移来，忽儿分开，忽儿聚拢，并不在一条
直线上飘。那高大一点的，终于摇晃起
来，脚步恰似醉了酒，身子要朝那单薄一
点的倒了去。最终不倒，只是叠在一起，
明亮处，又纠缠着分开了；推着婴儿车径
直追逐外边广场上的热闹的爷爷奶奶放
松了脚步，就想在那幽暗里的长椅上小
憩。果真坐下了，尚不及呼口长气，小家
伙就哭了。还是走吧，去那敞亮的地方，
爷爷说着推起了小推车，奶奶身后跟着。
空着的椅子一会就有人坐上了。这种椅
子在离灯较远或较近的地方有很多，坐
者倚了靠背，透气，散心，思想，猎狩灯下
人影往来的生动处；跑步的人一呼一吸
之间在体味夜色里的灯光、灯光里的夜
色，不觉到每日、每月、每季的异同……

辉煌的当然是小区楼栋里的灯。不
等楼下的灯亮起，楼上的灯便啪、啪地亮
起来了，其声响似乎已然入耳，争先恐
后。为了里外上下的呼应，为了夜里的一
个共同约定，楼栋里的灯便大绽光华。因
为灯光的散发，楼更显巍峨；又因为楼的
伟岸，更见一片灯火的壮阔。属于小区人
夜里的日子，在这一大片明亮的幕布后
徐徐展开。锅碗瓢盆已经奏响序曲，小孩
子的啼哭、打闹是不可缺少的点缀。厨房
的灯熄了，浴室的灯又亮着，浴室的灯熄
了，书房的灯又亮着。客厅的灯却是自始
至终。光线有大小强弱，颜色有深浅差
别，生活的温度却同样地浸透在每户人
家的每个日子里。

夜已经深了，灯在一盏一盏地熄灭。
每个楼栋从一片辉煌到只剩几盏，是一
个不短的过程，其间，小区渐渐睡去……

当然，楼外的灯依旧亮着，更显得精
神。晚归的人，远远见着，心头一热。

桃 生
谭圣林

时挑野菜和根煮的岁月，父亲在屋后黄泥地里，挥锄
掘地种下几棵桃树，结出的毛桃瘦骨嶙峋，茸毛飘飘。

地瓜南瓜和野菜野果喂不饱童年。饿得眼珠子发黄的
新林哥和我爬到桃树上，一人摘一把毛桃，塞进嘴里咬一
口，硬如铁石，那个涩啊，肠子都要翻出来了。

穷人家的孩子，只有读书冒尖，才能扳回脸面。新林哥
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一中读初中。每个星期天下
午返校，母亲都要送到桥头，塞给他一把煮熟的蚕豆或几
个土豆。有一次，我随父亲去一中看新林哥，带给他的，是
一口袋刚刚摘下来的毛桃。新林哥连啃了几个，涩得眉头
直打皱。

父亲说，孩子，家里生活苦，你们吃了不少苦果。发狠
读书吧，等考起了包分配工作的学校，吃上国家粮了，去外
面吃饱一餐清甜的桃。

不巧的是，母亲那几年头晕跌倒的毛病连连发作，天
天要熬一大碗中药吃。家里 5 亩多田，每年收两季谷子，卖
回来的钱，总是不够母亲吃药。新林哥虽然期期是年级第
一名，但家里实在交不起每个月 5 块钱的伙食费了，只得
转回老家霞阳中学走读。所幸，他还是稳居第一名，如愿考
上免学费、还有生活费补贴的师范学校。

父亲也通过了县教育局的公开考试，由一名干了 20
来年的民办教师转为了公办。家里那几棵毛桃树，日渐苍
老，最后在征地拆迁中连根推倒。

毛桃一般的苦日子推倒后，家乡那片黄土地，再次盛开
桃花。随着一场攻坚战吹响集结号，一支支小分队，踏着当
年红军踩过的山林，进驻村庄，在一个个桃园边安营扎寨。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桃花开。石子坝、黄沙垄、
桃源洞、梨树洲、水口山，如星火燎原。

闪亮登场的炎陵黄桃，被包裹成一颗颗南方明珠，穿
上二维码，搭上互联网这趟最快的高铁，从农村包围城市，
迅速冲出贫困圈。

桃花四散飞，桃子压枝垂。攻坚拔寨后，摘帽仰望，酃峰
下，一声声客家山歌悠悠长长：盖盖（个个）黄桃盖盖（个个）
尖（漂亮）哎，远方的朋友来尝鲜嘞……从此，种黄桃，说黄
桃，销黄桃，寄黄桃，送黄桃，品黄桃，拍黄桃，晒黄桃，写黄
桃，成为老家炎陵干部职工和父老乡亲的经典合奏曲。

年逾七十的母亲说，往年吃毛桃，犹如服下一颗岁月熬
成的药丸。如今手捧黄桃，仿佛是面对从天而降的仙桃，胖
乎乎，圆溜溜，甜津津，吃过后心里清清爽爽。黄桃成了母亲
最爱吃的开心果，母亲心情连连升级，气色转好，头晕跌倒
的老毛病也奇迹般止住了。

蒸桃花酒，晒黄桃干，唱黄桃山歌，母亲又开始忙活起
来。父亲也挥毫助兴，在木门上张贴桃联：“黄沙垄黄土育
黄桃”“青石岗青山养青春”“回龙仙踪”。

奋战在政法一线的新林哥，来回奔走在对口联系村的
乡间小路上。日复一日的“白+黑”“5+2”，把浑身的精气神
直至血和肉透支得所剩无几。一次次腹部绞痛后，才发现
自己已是肝癌晚晚期，完全错失动手术和做化疗的时机。

在新林哥病重休养期间，刚脱贫的村民老李捉了一只
土鸭赶到医院。一见面老李就说：“谭书记，今年我家黄桃
挂果估计有万把斤。我按你的建议，在桃园里养了几十只
鸡鸭，今天捉一只土鸭给你，可以炖着补补身子。”说着又
掏出 100块钱，要表示点心意。

新林哥强忍着肿瘤引发的高烧阵痛，起身坐起来，接
过老李的 100 块钱，随即又从包里拿出 100 块钱，一起塞在
老李手里说：“我们结为亲戚也有几年了。你送的土鸭，我
收下了。我送给你的两百块钱，你也要收下。亲戚之间礼尚
往来嘛，是不是？”“是是是，谭书记，黄桃马上就可以采摘
了，你一定要来我家吃黄桃啊。”有点木讷的老李接过钱，
噙着泪水说。“放心，我出院了就会来。”

望着新林哥骨瘦如柴的身子和不太自然的笑脸，老李
隐隐感觉到，这个承诺看样子很难兑现了。

临终之际，新林哥拽住父母亲苍老如桃树皮的手，使劲
做了一个“T”字手势，呼吸戛然而止，52 岁的年龄散落一
地。他牵挂的是“桃”，他担心自己走了以后，农户家里的黄
桃要是没及时销出去，会影响收成。

白发人送黑发人，黄桃树下添忠魂。新林哥葬回了老
家回龙仙。笔架峰脚下，新林哥长眠安息，从此可以遥望桃
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洣水河畔，遥望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
烟火是人家的那村那户……桃花潭水，兄弟情深。已在省
城奔波 20 多年的我，把老朋友新面孔一一搜索整理后，建
了一个名为“桃渊明”的微信群，让新林哥生命最后一刻还
在牵挂的贫困户家的黄桃，即摘即寄，走出世外桃源一样
的山窝，发往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的大街小巷。

身边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有的工会购买黄桃，发放给
员工。有的企业出资购买黄桃，送给防疫一线的白衣战士，
让爱心碰撞仁心，让更多的人为舌尖上的炎陵黄桃点赞。

黄桃不言。当一个个微信红包，发送到大山深处黄桃
农户的手中，当一个个远方的朋友，循着黄桃的味道，前往
家乡炎陵祭祖赏绿、吸氧沐阳，我在心底默默地告诉新林
哥，一定会兑现你未了的桃心桃愿。

小孙子的
“大人范”

晏伯承

愁养不愁长。一眨眼，小孙子童童就 4 岁
多了，别看他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言
谈举止间，却尽显“大人范”，让人忍俊不禁。

童童的姐姐多多比童童年长 6 岁。不胖
不瘦，不高不矮，白皙无瑕的脸庞，淡淡的柳
叶眉，一尾到顶的马尾辫更增添了几分娇美。
童童也常常在他的幼儿园的“朋友圈”里吹他
的姐姐是个“小美女”。一天放学回家，爷爷看
见前面不远处有个身着蓝白相间的校服，背着
一个粉红色书包、背影酷似多多的女孩，对童
童说：“你快跑过去，看是不是你的姐姐？”童童
猫弹鬼跳地跑到那个女孩前，做了个鬼脸后，
贴着爷爷的耳朵说：“爷爷你是不是眼花了？
我姐有这么丑吗？不信，你自己上前瞧瞧！”言
语间透着几分大人们才会有的不屑与自信。

童童生性好动，一双手一刻都闲不下来，
在家时一会摆弄这一会摆弄那，有点“噪声扰
民”。而姐姐则显得文静多了。尤其是在做作
业时不喜欢别人打扰她。因此童童的举动时
不时地会惹怒姐姐。姐姐一时性起，忍不住
要“教训”几下童童。童童也不是吃素的，常
常是“虎死不落威”。他冲着姐姐脚一蹬，双
手叉腰，怒目圆瞪，口里喘着粗气，说：“你别
老是欺负我，长大了你要靠我保护！”那架势
那气场竟然把姐姐给镇住了。

乘电梯时，看见有人将擦手纸丢到地上。
童童迅速弯腰将其捡起扔到字纸篓里，然后
说：“幼儿园老师教导我们不要乱扔垃圾，你
这个叔叔上过幼儿园没有？”童言无忌。却弄
得那个“随手丢”的大人一脸尴尬。回家后，爷
爷表扬了童童的举动，说“童童做得对，爱护
环境人人有责。不过以后你不要这样对大人
说话，对人要有礼貌!”童童听了后捂着小嘴
若有所思，好像明白了什么。

有人说，小孩子谁带得多就亲谁。这话一
点不假。童童的爸爸工作忙，无暇顾及他。童
童的衣食起居可以说都是妈妈当主角。因此，
在童童的心里，妈妈是天底下最亲最爱的人，
妈妈的每一句话都是“金口玉言”。妈妈说的
小朋友不能挑食，要多吃青菜，才会有营养；
妈妈说的零食里有好多色素和添加剂，有好
多是垃圾食品要少吃，吃了会拉肚子，会生毛
毛虫；妈妈说的过马路要走斑马线，要听交警
叔叔的指挥……。一句“妈妈说的”俨然成了
童童的口头禅。童童崇拜妈妈，也时不时地拍
个小马屁。比如说，童童喜欢吃红心柚。有几
次将快到嘴边的柚子又收起来塞进了他的那
个小背包，说是要带给妈妈吃；看见爷爷奶奶
家炸了鸡翅，他要多拿几个，口中念叨着我要
给妈妈尝尝；母亲节那天童童还在幼儿园老
师的指导下，用他那双略显笨拙的小手，精心
制作了一个心形的小花篮送给妈妈。妈妈夸
奖童童长大了，懂事了，童童的那张稚嫩的小
脸蛋上写满了成就感与自豪感。

童童有悟性，学样快。爷爷从菜市场买了
几斤土豆。爷爷告诉童童，这些土豆从外形上
看，有的像鸡蛋、有的像皮球、还有的像鹅卵
石。它们一个个都穿着浅黄色的外衣，衣服上
还有些小斑点小洞洞，而这些小洞洞就是将
来作种子时长薯苗的地方。童童扯起耳朵听。
不一会，他从书包里取出纸和笔，照葫芦画
瓢，煞有介事地画了起来，然后涂上颜色。嘿！
你还莫讲，土豆还画得俨像的。见爷爷美言了
他几句，童童还真来了劲，拍着小胸脯：“爷爷
你觉得我厉害不、有才不、牛不？”几个排比
词，就像放连珠炮似的，让爷爷奶奶都有点自
愧不如。真是人细鬼大，口气不小！

株洲味

攸县香干和攸县血鸭
谭旭日

在攸县广袤的田野上，秋收后至立春田野
是空旷的，连云朵都缥缈空旷。秋后种了油菜，
农户就开始真正农闲起来。临近春节，家家户户
准备晒红薯干、磨豆腐、炒花生、炒豆子、炸麻
根。唯有养鸭人每天清晨吆喝着，像一支军队一
样，在田野上下穿梭。

秋后的田野，有余粮，秋收打稻子飞溅掉
在田野脚孔里的稻子，还有新嫩的稗子草，奔
走的禾田虫子，飞蛾及卵虫，是鸭子喜欢啄食
的食物。鸭子吃了这些食物，公鸭长膘，母鸭生
蛋。养鸭人手里提个篮子，母鸭走到哪里，就会
有蛋生到那里 。鸭 子 们 习 惯 了 这 种 行 走 的 日
子，居无定所般在田野里游荡。

攸县地域养的鸭子，叫麻鸭。羽翼都略显黑
色，偶尔略带麻白的花点。麻鸭的个头小，长到
三四斤左右。麻鸭是攸县特有的一种蛋品鸭，肉
质鲜嫩。也正是此物的品质，造就了攸县血鸭不
一般的味道。

友人笑着对我说，没有一只麻鸭能活着离开
攸县，足见攸县人对血鸭的狂爱和执着。攸县血鸭
是一道广为流传的名菜，不仅是湘菜中的经典菜
式，更是攸县地理标志的美味佳肴之一。无血鸭，不
成宴。朋友来了，做血鸭。亲戚来了，做血鸭。

做这道菜，首先要挑鲜活的嫩麻鸭，宰杀时
将鸭血盛入装有料酒和盐的碗内，快速搅拌至
半凝固状。鸭子去毛剖腹切块，与生姜、红辣椒、
蒜瓣一道入油锅爆炒，然后又加鲜汤焖至快干，
最后将鸭血整个儿淋在鸭块上，边淋边炒，再加
料起锅。端上桌前，在血鸭上撒些许葱花，香味
扑鼻。一道上等的血鸭，必定色美味香、鲜嫩可
口。鸭血香滑且清火败毒，鸭肉异常鲜嫩。攸县
餐桌上，可谓四季皆宜。

友人又讲了几则攸县血鸭的故事。称上世
纪 50 年代，毛主席回湖南家乡，住省委某招待
所。攸县一个叫王桂林的厨师被点名到长沙，专
门为毛主席制作这道血鸭。据说因为毛泽东在
大革命时期就曾吃过这道菜，之后就一直很难
忘怀，建国后回乡，专门派人请攸县的厨师来做
这道攸县血鸭。

相传攸县血鸭这道菜与名垂青史的文天祥有
关。大宋景炎元年，宋丞相文天祥率师勤王，攸县境
内数千壮士群起响应，筑起山寨，抗击元军。文天祥
自岭海引兵出攸县，一路捷报频传，为壮士气，升帅
旗饮血酒。无奈当时缺鸡，逐以鸭血代之。

当时火头军里有名叫付德勤的厨师，在为
文丞相做菜时有些紧张。他将切碎的鸭子放入
锅里后，慌乱中错把没喝完的血酒当成辣酱倒
了进去，等发现时已经无法补救，只能小心翼翼
地炒着，没想到越炒越香，仔细一看，菜成了浆
糊状，紫红色，尝一尝比往常的味道更鲜美。文丞
相尝后也赞不绝口，问道：“此为何菜？”付德勤大
喜过望答道：“就叫血鸭吧。”从此，攸县血鸭之名
流传下来，后来经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朱益藩的
大力推荐，攸县血鸭上了晚清宫廷的皇家菜谱，
攸县血鸭更是名噪一时，世人皆知。

今天，攸县血鸭早已成了攸县寻常百姓家
餐桌上的盘中物。鸭肉细碎，嫩滑，有人甚至连
鸭骨都嚼烂入肚。好生一个吃鸭不吐骨，恐怕也
只有攸县血鸭，让人食之有味，欲罢不能吧。

（一）好水，好香干

（二）无血鸭，不成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