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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品牌、科技 小辣椒做大做强的“三板斧”
王十万黄辣椒种植历史已有 1400

多年历史，其独特的辣味，得益于其独

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

“株洲王十万黄辣椒”产业核心区

位于龙船镇，镇域内大部分属于湘江冲

积平原，土壤肥沃，钙、铁、镁等微量元素

富集，形成独特的适宜黄辣椒生长的特

殊地理砂质土壤——青夹泥。独特的

土壤、水分、温度等地理、气候条件，造就

了独一无二的“株洲王十万黄辣椒”。

2018 年以前，王十万黄辣椒充其

量只能算小有名气，很难“拿上台面”，

众多老百姓除了自给自足外，剩余的

就拿到集市售卖，小打小闹，仅为“散

碎银子”。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迎老乡回故

乡建家乡”号召下，2018 年开始，在火

箭军服役 16年的文志祥回来当村支书

了，在深圳、广州多家民营企业担任过

要职的李晓慧回来了，成为黄辣椒首

席销售员；在外创业成功的马铁喜等

20 多名老板回来了，聚焦王十万黄辣

椒产业……他们，带回来的不仅是眼

界、资金、人脉、管理、市场，更有那股

永不服输、爱拼才会赢的精神。

2019 年开始，王十万黄辣椒开始

迈入规模化、产业化之路。

如果说人才回归铺垫了王十万黄

辣椒发展基础，那么成功的品牌打造，

可以说是王十万黄辣椒产业壮大的一

个最大转折点。2019 年开始，渌口区、

龙船镇两级政府以及所有的辣椒老板

们，一直致力于王十万黄辣椒国家地

理标志申报工作。 2020 年 10 月，申

报终获成功。之后，区、镇两级政府耗

巨资，在株洲、长沙高铁站，主要十字

路口的户外广告牌、湖南电视台多个

频道等高流量地投放广告，并举办了

“株洲王十万黄辣椒”文化旅游节、王

十万黄辣椒厨王争霸赛等系列活动，

积极参加广博会等展会，在精心广告

以及系列荣誉加持下，王十万黄辣椒

终于成为独具特色、声名远播的品牌

农产品。

人才、品牌让王十万黄辣椒产业

从小到大，而科技的赋能，更让王十万

黄辣椒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

党委副书记、校长邹学校对王十万黄

辣椒给予了高度评价：皮薄、肉厚、色

艳，兼具脆、香、辣、甜等独特风味，深

受老百姓喜欢。2023 年 4 月 16 日，中

国工程院邹学校院士团队渌口区工作

室在河包村挂牌。

邹学校长期从事辣椒育种及资源

创新，打造了樟树港辣椒及“湘研”“兴

蔬”系列“湘”字号品牌，为提高我国辣

椒育种科技水平、助力椒农增产增收

作出了卓越贡献。今年王十万黄辣椒

大丰收，品相更亮也离不开该院士团

队在黄辣椒品种提纯复壮、种植技术

推广等方面的贡献。

人才、品牌、科技，成为王十万黄

辣椒做大做强的三板斧。

围绕“株洲王十万黄辣椒”特色产

业，雄心勃勃的龙船镇人，从辣椒育

种、栽培、加工到销售第一第二产业，

正逐步进军到辣椒研学、文旅、餐饮的

第三产业，他们心怀“种中国最有特色

的辣椒，做中国最有乡土特色的上市

企业”梦想，朝着乡村振兴、共同致富

的目标，大步前行。

“辣爸”“辣妈”遍地 落后村成富裕村
8 月 21 日上午 10 时，渌口区龙船

镇神山村中西组，一群身着统一服装

的农民正在湖南利人健农产品开发有

限公司（简称“利人健公司”）车间分拣

辣椒。

73岁的农民李青年是其中一员，从

她家到公司步行仅需几分钟。“计量取

酬，每天现结，80块到100块一天。”她向

记者解释，她种了1亩多辣椒，加上在这

里做工所得，年收入两万元左右。

这里最开心的，莫过于 85 岁的农

民李菊英。“这里人多热闹，不寂寞，我

这么大年纪了，一天还能挣 60 块，还

有一顿免费的中饭，我高兴。”李菊英

满脸皱纹，笑起来就像盛开的菊花。

利人健公司老板叫马铁喜，55 岁，

土生土长的本地农民。跑过运输、做

过生意的他小有成功后，2018 年返乡

创办公司，先后投入 700 多万，建起了

数千平方米的厂房、一个标准冷库，主

业为王十万红辣椒产业。最高峰时，

这里安置了近 200 名当地农民就业，5

年来先后发放工资 300余万元。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以深圳、广州

为主，供不应求。”他说，当地在家的农

民大部分在 60 岁以上，他们不在辣椒

地，就在辣椒车间，都是“辣爸”“辣妈”。

如果说利人健公司是近年返乡创

业的民营企业代表，那么龙船镇河包

村辣椒基地，则是集体经济的典型代

表。

村党支部书记文志祥介绍，全村

辣椒种植面积 800多亩，其中村集体种

植 300 多亩，近 200 名农民在村集体组

织——株洲河包休闲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上班，最高的技术岗位工资 8000元/

月 ，普 通 岗 位 工 资 2000 元 -3000 元/

月。60%的岗位一年可做 8 个月，其余

的岗位可长期做。日前，该村投入巨

资，建起了数千平方米的自动化无菌

生产车间，高标准冷库进行仓储，打造

了高规格的王十万黄辣椒展示中心，

接待了全国各地前来学习取经，研学

参观市民数千人次。

2018 年 ，河 包 村 负 债 100 多 万

元。而当下，该村固定投资就有 1000

多万元，在家村民平均年收入 3 万余

元。连年来，村集体经济逐年成倍增

长，“有女不嫁河包村”一跃锐变成“有

女争嫁河包村”。

王十万黄辣椒办公室副主任刘飞

介绍，黄辣椒已经成为龙船镇乡村振

兴、共同致富的支柱产业。目前，王十

万黄辣椒产品已在传统的干辣椒、剁

辣椒、浸辣椒基础上，再开发出油辣

椒、辣椒酱、休闲辣椒零食等多个品

种，这里诞生的“利人健”“王十万”“珉

豪”“李庆兰”等商标，也逐步成为大众

耳熟能详的辣椒品牌。

渌口区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

股股长田雪飞介绍，王十万黄辣椒种

植面积 5700 亩，20 多家“辣椒企业”年

产量 8000吨左右，年产值过亿元，辣椒

产 业 链 产 值 4 亿 元 左 右 ，安 置 当 地

5000 多农民就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已成为株洲农产品

的一张金字招牌和亮丽名片。

2018 年，王十万黄辣椒被评为“株

洲十大区域公共品牌”；2020 年 10 月，

“株洲王十万黄辣椒”的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

册；2020 年 11 月，农业农村部授予河

包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2021

年 4 月，王十万黄辣椒在广州国际农

博会上获金奖；2022 年 7 月，龙船镇因

王十万黄辣椒荣获省级农业产业强

镇；2022 年 11 月，王十万黄辣椒被评

为第 23届中国中部农博会最受欢迎农

产品；2023 年 5 月，广州市农业农村局

认证河包村黄辣椒为“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生产基地”……

独一无二的辣味，让王十万黄辣

椒声名远播，走入千家万户、众多知名

商超和餐饮机构。

一个小辣椒 如何让“王十万”升级成“王过亿”？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徐滔

5700 亩，年产量 8000 吨，辣椒产值过亿，产

业链产值近 4亿。

株洲王十万黄辣椒，短短 4 年时间，一跃成

为国家地理标志商标，它被广东官方认证为“粤

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就连中国工程院

邹学校院士团队，也在“王十万”这个偏远山村

设立工作室。

王十万黄辣椒，一飞冲天的秘密何在？

放在冷库中的王十万剁辣椒等待发货放在冷库中的王十万剁辣椒等待发货。。记者记者//徐滔徐滔 摄摄

车间人多热闹不寂寞，73岁的李青年很开心。记者/徐滔 摄 认定证书。文志祥/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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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咀嚼姿势要正确。很多人在吃东西的时

候习惯用一侧的牙齿进行咀嚼，这是错误的。

正确的咀嚼方式应当是用两侧的牙齿交替进行

咀嚼。不要偏向某一侧，因为这样容易加重一

侧牙齿的负担，很容易诱发炎症，还容易出现牙

齿萎缩的现象。

2. 碳酸饮料要少喝。需要注意的是，如果

喝了碳酸饮料，或者是吃了其他酸性食物，不要

立刻刷牙。如果食用了酸性食物后立刻刷牙，

酸性食物就会侵害牙齿表面，此时刷牙就会快

速地损耗牙釉质。

3.叩齿运动要经常做。每天醒来后和睡觉

前可以进行叩齿运动。叩齿运动可以理解为咬

牙，但是不要磨牙。叩齿运动的力度要小，慢慢

地增加次数，也可以适当增加力量。这样可以改

善牙龈的血液循环。

4.牙齿检查要定期。养成定期检查牙齿的好习 惯。如果牙齿出现了问题，可以及早发现，这样能最大

程度降低治疗成本。 （据《重庆科技报》）

“人在紧张或着急时，呼吸通常会变得短而急促，心

跳也会加速。而研究发现，有些高血压患者经过几次深

呼吸后，测出的数值基本上比第一次测的数值低 30—

40mmHg。”邹旭表示，这说明深呼吸训练可以稳定气

息，还有助降压。深长柔缓的呼吸可增强肺泡的氧交换

机能，提高肺活量，也能按摩内脏，调节植物神经系统。

建议通过调息练习，使人呼吸自然达到深、长、匀、细。

最简易的呼吸训练就是卧式腹式呼吸法。可每天

清晨刚睡醒或夜间将入睡时，每次做十来个腹式呼吸，

每日两三次。 （据《快乐老人报》）

如何管好你的心率? 心平气和是关键！

解决消化不良，先要调好脾胃

四种办法 预防牙周炎

以下几种保健法简单易行，效果
不错。

◎美容法：干洗脸
两手互相搓几下，感觉发热即可，然

后闭上眼睛，双手自下而上，由轻到重反

复揉搓面部，直到面部发热为止，每天至

少“洗”两次，每次 3-5 分钟。干洗脸时，

手掌和脸部互相摩擦，使血液循环加快，

新陈代谢旺盛，还能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洗”后脸部会感到非常舒服，眼睛好像也

明亮了，让人感觉神清气爽。

◎长寿法：走路
走路时上身要正直、手臂要前后摆

开、步子要迈大、速度要适中，使全身都

活动到。如果出现关节疼，可适当休息

两天，坐着时将双手搓热放在双膝上，可

以保护膝盖。步行相对于跑步、游泳来

说，是一项强度适中的运动，能使全身的

肌肉得到锻炼。

◎护腰法：小燕飞
每天早晚，趴在床上，双手放在背

后，以腹部为支点，用力挺胸抬头，同时

双腿并拢，绷直脚尖尽量向上抬起，使整

个身体反翘起来，就像燕子在飞，持续 5

秒左右，然后放松休息，接着重复这个动

作，做 15-20 次左右。“小燕飞”可以达到

对颈椎、腰椎的自然牵引作用，对于预防

和缓解颈椎、腰椎问题有不错的效果。

不过，已经有腰椎滑脱和严重腰椎疾病

的人，不适合做这个动作。

◎护胃肠法：揉腹
两手相叠于上腹部，以胸骨柄剑突

下为中心，按顺、逆时针方向各揉摩 30-

50次，然后再在肚脐周围也各揉摩 30-50

次。按摩时一定要轻柔，力量要适中，由

轻到重，微微感觉到腹部发热为宜。每

天揉揉肚子，做腹部按摩，是防治胃肠病

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特别是对“老胃

病”，揉揉肚子还能提高胃动力和免疫功

能。揉腹一般选在晚上进行比较好，因

为基本不进食了，可减少胃肠压力。

◎养肾法：泡脚
泡脚水在 40℃最适宜，水量要没过

脚踝，因为脚踝是血液在脚部流动的重

要关口，脚踝的血热了，人体的整个血液

循环才会加速。人体有十二条经脉，其

中有六条经脉在脚上循行，肾经起于脚

心涌泉穴，泡泡脚能帮助养肾。脚又有

人的“第二心脏”之称，我们向来又把脚

比作树的根基，泡脚就好比是给树浇水

施肥一样，具有很重要的养生意义。

◎养肺法：深呼吸
具体做法是：采用鼻吸口呼，进行深

长呼吸，早晚各 1次，每次 15-20分钟。深

呼吸可以增加有效通气量，增加氧的吸入

和二氧化碳的排出。更重要的是通过长

期深呼吸练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肺

功能，尤其适合慢阻肺患者的日常保健。

（据《燕赵老年报》）

自我保健
试试这几种方法

图/溪红柿

“ 何 为 健 康 ？ 气 足 有 力 为 健 ，经 络 通 畅 顺 达 为

康。我们普通人要学会养生，最简单直接的观测生命

体征方式，就是关注心率。”8 月 19 日，广东省名中医、

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大科主任邹旭在江门做健

康讲座时表示，心率往往能反映你是否气足有力、经

络通达。

临床发现，心率快的人，血压容易升高；血压升高的

人，心率也容易增快。“国医大师邓铁涛（享年 104 岁）的

心率常年保持在 74 左右，就是因为他做到了心平气和。

普通老百姓想要像邓老一样长寿，可以首先学学如何控

制心率以达到心平气和。”邹旭介绍了控制健康心率的

三大简易法宝。

邹旭表示，纵观国内外的“长寿村”，如日本的冲绳、

保加利亚的莫斯利安及我国广西的都安、巴马等，居民

的饮食方案都具有一些共性：以五谷杂粮及蔬菜、水果

等植物性食物为主，以动物性食物为辅；蛋白质构成以

鱼类为主，较少吃猪、牛、羊等红肉。目前备受推崇的

“地中海饮食”也大致如此。采用这种饮食结构的人，一

般不容易肥胖，得高血压的概率低；且不容易缺钾，心率

一般也较低。

“浓肥甘辛非真味。”邹旭说，要多吃纯天然的食物，

少吃甚至不吃加工类食物，注意限盐，细嚼慢咽，吃七分

饱。此外，他还建议大家按蔬菜、肉类等蛋白质、米饭等

含糖的主食这个顺序来进餐。

坚持锻炼的人，一般可拥有更好的心率指标，也更容

易克服压力及焦虑等问题。邹旭说，老年人、体质差或心

血管病患者不能做百米赛跑、举重等无氧运动，以免造成

意外。目前，已有多项研究表明，能有效减慢心率、使心

脏更健康的运动，多是有氧运动。常见的有氧运动有快

走、慢跑、游泳、瑜伽、太极拳、八段锦等，尤其是太极拳、

八段锦、瑜伽和游泳，属于不对称运动，效果更好。

随着年龄增长，肌肉容易流失，因此中老年人一定

要进行力量训练。增加腿部肌肉力量，能减少摔倒骨

折；增强背部肌肉力量，可减轻腰背痛，预防腰椎病。安

全进行有氧运动建议简单记住“357 法则”：3，即每次运

动不少于 30 分钟；5，即每星期运动不少于 5 次；7，即运

动后目标心率为：170－年龄，这也是最简单计算有氧心

率区间的方法。

地中海饮食模式令心率更低

“357”有氧运动减慢心率

呼吸调节有助降压

消化不良是一种常见的健康问题，影响着很多人的

日常生活。中医强调脾胃的健康对于整个身体的平衡至

关重要。因此，预防消化不良的关键在于调理脾胃，并保

持身体的阴阳平衡。中医对于预防消化不良有一些方

法，涵盖了饮食调理、生活方式调整和中药调理等方面。

饮食调理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
饮食规律中医强调保持三餐规律，定时进食有助于

维持脾胃的健康。早餐要吃好，午餐和晚餐要适量，避

免饥饿和暴饮暴食。

细嚼慢咽中医认为细嚼慢咽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充

分咀嚼食物能够刺激唾液的分泌，帮助食物的消化吸收。

饮食搭配中医强调食物的搭配与平衡。合理搭配谷

物、蛋白质、蔬菜和水果等，避免单一食物的过度摄入。

忌辛辣刺激食物中医认为辛辣刺激食物容易导致

脾胃功能紊乱。尽量少吃辛辣、刺激或过冷过热食物，

例如辣椒、花椒等，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生活方式调理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

适度的运动有助于促进脾胃功能的运转，可以选择

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如散步、太极拳等，增加新陈代谢

和血液循环。

中医认为情绪波动和压力过大会影响脾胃功能，保

持良好的情绪和心态，学会应对压力是预防消化不良的

重要方面。要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养成规律的作息习

惯。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睡前避免食用过多刺激性食

物和饮品。

中医药调理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
中医有许多食疗方法，可以通过食物来调理脾胃功

能。例如冬瓜、山药、红豆等食材具有清热解毒、益气健

脾的作用，可以加入日常饮食中。

根据个体的体质和症状，中医可以开具中药方剂，

以调理脾胃功能。例如六君子汤、四君子汤等方剂常用

于调理脾胃虚弱和消化不良。

除了以上的方法，中医还注重整体调理和个体因素

的考虑。因此，在预防消化不良时，最好咨询专业中医

师的建议。他们可以根据个体的体质、病情和症状，制

订个性化的调理方案。 （《大河健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