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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王十万黄辣椒”是湘江给的恩赐，湘江泥沙淤积形成

了特殊砂质土壤——青夹泥，这种泥土 PH 值呈弱碱性，是黄辣

椒由青变黄的关键。“株洲王十万黄辣椒”原产地域为龙船镇下

辖的 19 个村，河包村就是其中一个主产区。因着得天独厚的优

势，这里孕育出的黄辣椒皮薄肉厚、色泽明艳，不仅比普通辣椒

更辣，而且口感微甜、香脆，颇受市场青睐。

尽管市场上好评如潮，但多年来，河包村却并没能依靠黄

辣椒发家致富。“过去，各家各户分散种植，要么自给自足，要

么卖给贩子，一直没有统一定价，销售出去的价格并不高。”河

包村党支部书记文志祥意识到，支部不领着干，群众的力量很

难凝聚起来。

2019 年，河包村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村党支部书记任

合作社理事长，通过整合资金、流转土地，实行集中连片规模化、

科学化种植。全村 2198人，每人在合作社占一股，村民与村集体

成为“利益共同体”。

“除了分红，我们在基地务工一天有 80元，像我这个年纪，

在外面哪挣得到这么多。”69岁的李桂莲和丈夫去年来到辣椒

基地做事，身体还算硬朗的她负责施肥、摘辣椒，对于村里发展

黄辣椒产业，她内心十分感恩。

为保障辣椒品质，村里请来市、区专家指导种植，对辣椒苗

进行提纯复壮，今年免费给村民发放辣椒种苗 70余万株。利益

的联结激发了村民种植的热情，目前，全村集中种植面积超过

300亩，分散种植面积超过 500亩，育秧大棚扩充至 8个。

有了规模就有了话语权，村里实行统一定价收购，辣椒收购

价从以往的 4元至 6元每公斤，上涨至 16元每公斤，村民们实实

在在尝到了“抱团发展”的甜头。

2020 年，“株洲王十万黄辣椒”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同年，河包村依靠种植“株洲王十万黄辣椒”入围第 10批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2021年，黄辣椒为村集体经济带来纯收

入 20 多万元，为村民提供灵活就业岗位 50 余个，实现了“支部

有作为、党员起作用、集体增收入、农民得实惠”的蜕变。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刘建
飞）7 月 20 日下午，攸县联星街道青贮玉米种植大

户旷爱和正将 130 吨青贮饲草装车，以每吨 380 元

的价格发往永州一牛场。想着首次种植青贮玉米收

入便不错，旷爱和心里乐开了花。

7月中旬以来，攸县各地种植的青贮玉米迎来了收获

时节，田间地头，处处是机械化收割青贮玉米的忙碌景象。

7月 21日上午，走进攸县侯市社区 500多亩青贮

玉米种植基地，只见大型自动化青贮玉米收割机和

卡车共同作业，在地里来回穿梭，一捆捆青贮玉米顷

刻变成了细碎的饲草，被装进随行的卡车。

基地负责人介绍，今年他种植的青贮玉米，每亩

地可以收获 3吨饲草，这些半成品饲草现收现售，供

不应求，每亩地除去成本可以净赚 600元左右。

近两年，攸县通过“公司+农户”的模式种植青贮

玉米，以“订单农业”的形式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铺

就了致富路。今年，攸县青贮玉米种植面积 1.5 万多

亩，预计实现产值 2200多万元。

攸县：1.5万多亩青贮玉米迎来丰收演绎火“辣”产业“椒”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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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村部不到 400 米的地

方，是去年建成投用的冷库。冷库的

一角，一罐罐剁辣椒或一瓶瓶浸辣

椒像小山一样，整齐地码放着，等待

销售。

“光靠卖辣椒，不能实现收益

最大化。”河包村党支部委员李晓

慧认为，尽管黄辣椒不愁销路，但

只有进行深加工，开发副产品，才

能提高“档次”。

2021年，生于 1992年的李晓慧

放弃在外的高薪工作，在乡村振兴

战略的号召下回到家乡，成为河包

村发展“株洲王十万黄辣椒”产业

的重要力量，她在广州、深圳等多

家民营企业担任过要职，有着丰富

的销售经验和人脉，成了黄辣椒首

席销售员。

“7、8、9、10这 4个月，都是黄辣

椒采摘期，冷库有 910立方米，可储

存新鲜辣椒 80 余吨。”李晓慧告诉

记者，建立冷库只是第一步。

冷库旁边已预留一块 1000 平

方米的空地，将建设自动化无菌生

产车间。“我们已经联系了广东的

设备制造厂，定制生产线。”李晓慧

介绍，目前村里制作的辣椒制品主

要是纯手工制作，未来将利用机器

自动生产，不仅能提高效率，也将

有利于申请食品生产许可证，为供

应高端餐饮、商超提供资质，让黄

辣椒价值更大化。

除 了 主 导 产 业 ，河 包 村 还 发

展了湘莲、甲鱼等特色产业，目前

有湘莲基地 520 余亩，生态甲鱼基

地 30 余亩，水产垂钓面积 200 余

亩，今年村集体经济预计将突破

100 万元。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陈
琳) 7月 22日一早，炎陵县中村瑶族乡心田千亩黄桃

种植基地热闹起来，果农们忙着采桃、选果、装箱后，

交给一旁的顺丰“快递驿站”员工办理寄递手续、装

车，接下来，炎陵黄桃将发给全国各地的客户。

中村瑶族乡现有黄桃种植面积 3.1万亩，其中千

亩种植基地 2个、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园 2

个，合计年产量逾 2000万公斤，实现产业链综合收益

9亿元，被誉为瑶乡人民的“致富果”。

以前，物流企业在县、乡、村设站，果农们将黄桃

采摘下来后，还要运送到这些站点寄递，很不方便，

既增加了生产成本，又影响了快递速度。

为了进一步方便果农，提升传递速度，今年来，

该乡引进顺丰、京东、德邦三大物流企业，在各村组

建起 23个“快递驿站”，组织快递人员进村入组到果

园收寄黄桃。果农将黄桃采摘下来，立马打包寄递，

省事又快捷，实现了省内及周边省份“农户今天摘，

客户明天吃”的目标。

炎陵：“快递驿站”办进瑶乡果园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罗小仁）
日前，湖南省农学会组织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

态研究所、湖南农业大学等单位专家，对醴陵市“三

一工程”万亩示范基地核心示范区进行早稻测产验

收。专家组随机抽取 3个水稻田块进行机收实测，显

示平均亩产达 625.4公斤，超出亩产目标 70多公斤。

“三一工程”是袁隆平院士提出、湖南省政府确

立的农业科技项目，全称为“‘三分地养活一个人’粮

食高产绿色优质科技创新工程”，于 2018年启动。

该示范区位于泗汾镇陈家垅村，以“双季优质超

级杂交稻”为主要栽培模式，周年亩产目标为 1200公

斤，其中早稻亩产目标为 550公斤。示范基地主要推

广中嘉早 17、中早 39 两个超级稻品种，总面积达

10230 亩。今年早稻于 3 月中旬播种，4 月中下旬移

栽，6月 12日始穗。

示范基地负责人介绍，示范区全程机械化程度

超过 90%，基本实现水稻生产全过程轻简高效栽培，

真正做到了节本增效，增产增收。

据介绍，通过挖掘品种高产潜力，有效结合绿色高

产栽培相应配套技术，示范区预计周年亩产将远超

1200公斤，且较非项目区单位产量肥料使用量减少8%

以上，农药使用量减少10%以上，平均亩产增收200元。

醴陵“三一工程”万亩示范基地早稻测产验收

亩产超预期70多公斤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赵小山 江烨 谭懿恒

盛夏时节，万木葱茏。7月 18日，位于渌口区龙船镇河包村

的“株洲王十万黄辣椒”种植示范基地，黄澄澄的细长条掩映在

绿叶间，长势喜人。10多位村民穿梭其中，熟练地“一拨、一扯、一

投”，将今年第一茬黄辣椒放入收集桶。大家说说笑笑，满是汗水

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近年来，河包村全力打好“株洲王十万黄辣椒”国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这张“王牌”，通过党建引领，采取“村集体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模式，实现集中连片规模化、科学化种植和产业链延

伸，有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助推村民增收，演绎了一曲动人的

乡村振兴火“辣”产业“椒”响曲。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从“各卖各的”到“抱团发展”

延长产业链条
从“卖辣椒”到“卖辣椒制品”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刘晓
欢 刘旺） 冷在“三九”，热在“三伏”。7月 19日上午，

渌口区中医医院举行“健康扶贫·助力乡村振兴”关

爱环卫工人健康防暑义诊活动，为 50多名“城市美容

师”及志愿者送清凉。

当天，来自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杨述之

教授科普了中暑的症状、危害及处理办法，渌口区中

医医院副院长董文波围绕冬病夏治进行讲座。

不论严寒酷暑，环卫工人总是起早贪黑坚守一

线，大多患有肩颈腰椎劳损、关节炎等职业病。“三伏

贴”是以中医“冬病夏治”理论为依据的一种传统中

医治疗法和预防医学手段，即在三伏天，通过贴敷中

药膏剂，刺激人体穴位，达到治疗、保健的目的。当

天，该院开辟义诊区和贴敷区，免费提供测血压、测

血糖等服务，并根据环卫工人的体质特点，在其不同

穴位贴敷“三伏贴”。

“健康讲座浅显易懂，义诊服务十分贴心。”环卫

工人姜水英表示，自己每天从凌晨 4 时到中午 12 时

都在路面清扫，工作比较辛苦，这样的活动关注到了

环卫工人的实际需求。

当天，该院还为环卫工人送上藿香正气水、感冒药、

健康宣传手册等“清凉礼包”，帮助环卫工人安全度夏。

渌口区：防暑义诊关爱环卫工

手捧黄辣椒，村民笑开颜。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摄

设计/左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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