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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祖庵奥肉粽，在端午市场掀起不

小波澜。“光去年就创下 60万元的销售额，今

年更是订单满满，我们不得不提前备货。”6月

10日，在茶陵祖庵家菜总店祖庵奥肉非遗馆

内忙活的大厨刘晓花心里抑制不住喜悦。

祖庵奥肉粽特色在“奥肉”，奥肉原名熬

肉，由湘菜鼻祖谭延闿改良而来，2021 年被

评为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尽管有这样一块金字招牌，但祖庵家菜

并未像祖庵奥肉粽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

“墙头开花墙内香，把祖庵家菜推广出去真

的太难啦！”祖庵家菜总店及旗舰店相关负

责人感叹。

其实，这种无力感困扰茶陵多年。今年

3 月，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联合发布“十

大湘菜名县”评选结果，有着“湘菜之源”美

名的茶陵榜上无名，而醴陵悄然上榜。

是徒有虚名，还是蛰伏蓄势？是折戟沉

沙，还是背水一战？谜底需从谜面开始破。

湘菜里的“劳斯莱斯”

走进祖庵家菜总店，复古建筑、名人雕

像、历史文化墙……无不彰显着祖庵家菜深

厚的历史底蕴。

祖庵家菜源于茶陵，是晚清至民国时期

名人谭延闿及其家厨创制的、具有丰富食补

营养及文化内涵、对湘菜的形成与发展起着

重要影响的私家菜系。

谭延闿生于官宦之家，经常与家厨共同

探讨、研制菜肴，但真正让谭家菜名声大噪

的是谭府的家厨曹荩臣。谭延闿在日记中记

载：“曹厨来自杭州，留之治庖。”依托谭延闿

的高位和曹荩臣精湛的技艺，谭家菜成为极

具盛名的官府菜，“祖庵鱼翅”“祖庵豆腐”

“祖庵菜胆”等菜肴声名鹊起。

祖庵家菜以“原材料选取精良、刀工处

理精细、烹制技艺精湛、味道调和精准”的美

食理念赢得了人们的青睐，是官府湘菜的代

表菜品，被称为“湘菜之源”。区别传统的猛

火快炒，热辣生鲜湘菜，祖庵家菜展现出湘

菜雅致的一面。每道菜品从选材到成肴，最

少需要 3 个小时，如此慢功夫完美诠释“食

不厌精”。

如今，湘菜能够跻身中国八大菜系之列，

可以说得益于谭延闿和曹荩臣。谭延闿任职

期间，不论走到哪里，就把谭家菜带到哪里。

他在南京任职时，南京街头开有数家湘菜酒

楼。曹荩臣在谭延闿身边几十年，两人“强强

联手”，不断创新，打造出 200 多道祖庵家

菜，成为湘菜中的重要流派。当时的祖庵家

菜与北京谭篆青的“谭家菜”、成都黄敬临的

“姑姑筵”、广州江孔殷的“太史蛇宴”齐名，

并称“四大天王宴”，被视为顶级珍味。

1930 年，谭延闿去世之后，其子谭伯羽

“以曹厨伙食太贵，无力留之，次年遣之还

乡”。曹荩臣回长沙后，在坡子街开设“健乐

园”湘菜酒楼，将谭延闿平时所尝之菜，皆以

“祖庵”两字冠之，生意兴隆，将湘菜风味传

播得更广，祖庵家菜也从官府流进民间。

1938 年，文夕大火后，“健乐园”未能幸

免，掌握祖庵家菜传统制作技艺的厨师越来

越少，直到 2016年 10月，一批茶陵老饕出于

热爱和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多方寻找曹荩臣

的菜谱，再根据民间遗留祖庵家菜技艺、谭

延闿的日记等，创新还原出祖庵家菜，并在

高陇镇祖安村谭延闿故居设立祖庵家菜总

店，并挂牌营业。

虽然祖庵家菜颇具渊源，但如今似乎不

太受百姓追捧。在茶陵街头，记者随机采访

了不少居民，发现超五成的人不太了解祖庵

家菜的由来，对谭延闿和曹荩臣的历史也知

之甚少。

由于祖庵家菜总店为企业运营，其还原

的菜谱是否权威，菜品是否正宗，也有待考

量。而在茶陵秩塘、高陇等乡镇，一些农家乐

也号称会做祖庵家菜，不少食客表示，想吃

正宗的祖庵家菜还得去百姓家。相较于炎陵

黄桃，茶陵祖庵家菜品牌塑造的权威性、百

姓认可度还有待加强……

小众与大众的抉择

祖庵家菜前身为官府菜，以精致闻名，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精细的特性决
定了它难以走进寻常百姓家，只能由专业厨
师烹制，推广有难度。

在茶陵县炎帝路与犀城大道交汇处祖
庵家菜旗舰店一楼进门口，一面菜单栏矗立
在楼梯旁，沿着楼梯上到二楼用餐区，楼梯
顶头悬挂着菜品木牌。菜品繁多，名称响亮，
但售卖的祖庵家菜并不多。

“主要是制作困难！”门店负责人陈先生
（化名）介绍，祖庵家菜对味道要求极高，如
祖庵菜胆，头天晚上就要开始准备，因为夜
里采摘的白菜鲜嫩。菜胆，意为菜中最嫩的
部分，烹饪一份菜胆，需要 35 斤白菜，去边
只取嫩心来烧，可谓嫩中之嫩。

如“祖庵豆腐”，看似寻常，实则蕴藏
匠心。单说熬制汤料，要以老母鸡、猪骨、
瑶柱和火腿等 8 种精选食材为原料，加入
40 斤水，小火慢熬 12 小时，仅得 10 斤浓汤。
豆腐制作费尽心思，取豆腐若干块，去掉四
周的粗皮，只留豆腐芯，用密漏过筛成细
茸；鱼肉剁成鱼茸，加入鸡汤、蛋清和豆腐
细茸一起拌匀后，蒸制成型。最后取之前熬
好的醇厚汤汁，淋于豆腐之上，才制成这
道佳肴。

由于工艺繁琐，祖庵家菜总店与旗舰店
内的不少祖庵家菜菜品需提前预定，平时店
内仅备有易于保存、工艺简单的菜品，如祖
庵奥肉。销售的以大众化湘菜为主，食客难
以品尝祖庵家菜，又怎会认可它？这是祖庵

家菜推广第一难。
前些年，受疫情影响，餐饮业受到冲击。

虽然祖庵家菜总店每年开展厨艺培训，由于
经营和生活压力，耐得住寂寞、愿意学习的

厨师很少，不少厨师学会了炒作几手传统湘

菜就上岗，而真正能做好祖庵菜的厨师不

多，此为第二难。

第三难是企业经营压力大。据陈先生透
露，相较与“疫情”前，旗舰店销售额下滑，祖
庵家菜总店营业额不足县内旗舰店六分之
一，而旗舰店销售额更多靠大众化的湘菜支
撑。企业的生存压力大，无法花大精力、财力
研发和还原菜谱，推广力不从心。2018 年以
来，两大店推出的祖庵家菜菜品仅 20余道，
至今未增加。

去年，该店尝试转型，推出了祖庵奥肉
粽的小吃系列，期望打开市场，让更多人了
解祖庵家菜，并在长沙等地开设小吃摊，销
售奥肉粽、胡辣汤等简易菜品，销量慢慢有
了起色，但不少厨师并不看好：这样快餐式
的祖庵小吃能真正代表祖庵家菜吗？

对此，株洲市餐饮协会相关人员也颇有
同感：小吃摊的路子有点走偏！作为官府菜
的祖庵家菜不适合快餐式发展，这样做有可
能舍本取末。

品牌推广缺乏合力

2023 年 12 月 15 日，一场没有预热的节
会在洣江茶业公司“悄无声息”开幕——第
九届祖庵家菜美食节。这场暂停了三年的美
食节，采取民办官助方式举办，显得有些冷
清，参会人员不多。

与之鲜明对比的是，醴陵去年举办的炒
粉节风声水起。据相关数据，为期 3 天的炒
粉节，该市接待游客 7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62.12%；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9.67亿元，同比
增长 362.29%。以“一碗粉”为载体，打造美

食品牌，带动产业发展，大量流量关注度涌
现醴陵，醴陵迅速“出圈”。

不止是醴陵，攸县豆腐文化节、炎陵黄
桃大会热闹程度不遑多让，声势不小。而这

方面，茶陵似乎太过于低调。

其实推广祖庵家菜，茶陵并非没有作为。

早在 2010 年，茶陵就开始组织人员挖

掘、编撰祖庵家菜菜谱，此后连续举办多届

祖庵家菜美食节，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来

品尝。美食节不仅提升了祖庵家菜的知名

度，而且带动了生姜、大蒜等食材生产。

2014年 8月，央视消费栏目摄制组来茶

陵，以《茶乡访古 湘菜寻源》为题，对茶陵悠

久的历史、美味的佳肴进行了全方位报道，

祖庵家菜更加广为人知。

为了擦亮“祖庵家菜”这张名片，2017
年，茶陵县旅游产业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推

进茶陵祖庵家菜产业发展实施意见》，文件

规划了祖庵家菜产业发展思路，促进祖庵家

菜产业实现标准化、专业化、实体化、产业化

发展，力争让官府菜走进寻常百姓家。

根据该《意见》，茶陵县计划采用连锁经

营模式，打造一个祖庵家菜总店、两个旗舰

店（茶陵县城店、长沙市区店），在长株潭发

展吸收若干个直营店、加盟店。对总店、旗舰

店、加盟店的设计、功能区和开业时间，也进

行了设定，还颁布了奖补措施，祖庵家菜总

店、旗舰店、加盟店，经政府有关部门验收合

格后，奖补经营主体企业 80 万元、40 万元、

20万元。同时，为了助力菜品研发，对出台祖

庵家菜四季菜谱标准体系的，奖励 10万元。

选派优秀厨师参加市、省、国家级厨艺比赛，

参赛作品为祖庵家菜，获得金银铜奖励的，

政府给予不等的奖励。产业规划，政府奖补，

擦亮了“祖庵家菜”这张名片。

然而时过境迁，记者采访发现，这些政

策似乎没有很好落地，也难怪有人坦言：政

策出台当年有过“水花”，以后就“风平浪静”

了，鲜有“新动作”，全靠商家“自娱自乐”。

祖庵家菜是茶陵的一张特色品牌，其

挖掘和发展确实面临着诸多困难，推广需

要合力，若仅靠企业发力，显然力不从心，

独木难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旅游是综合性产

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文旅产业的繁荣关乎着百姓的幸福指

数。当今，全国各地都在发力城市品牌建设，

擦亮城市名片，积极拼流量，提升知名，远的

有淄博的烧烤、天水的麻辣烫；近的有炒粉

节、厂 BA、龙舟节、豆腐节，株洲各县市区争

先恐后，全力以赴。

其实，流量爆款的背后离不开政府的支

持，更需要形成合力。在此背景下，祖庵家菜

为何芳名不响？值得人们深思。

厨师刘晓花制作祖庵奥肉。

“湘菜之源”为何芳名不响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强县域需创新思维
戎 哥

6月 12日，渌口（长沙）飞地孵化器正式启用，

作为株洲首个入驻岳麓山大学科技城的孵化平

台，未来将借助岳麓山大学科技城的资源、人才等

优势，推动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科技创新

型企业、发展壮大渌口区支柱产业。

“青春渌口 创业新城”，这句广告语生动地

阐述了渌口区的定位，也让渌口人意识到自身

的不足。借巢孵蛋、借梯登高、借脑引智之路，正

成为渌口突破行政区划壁垒和空间限制，实现

本地资源、政策与外部技术、人才有机融合的

“关键一招”。

其实，像渌口这样借智强县的创新做法，在株

洲其它县市区还有不少。如茶陵县与中车株洲所

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借助央企力量，在人才培养、

技术指导、产品供销等方面提升园区能力，从而实

现双赢。如炎陵创新建设黄桃大数据中心，打造核

心产区和出口基地，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

用，促进黄桃产业做大做强。还有“茶陵三宝”之一

的豆腐乳，过去一直用坛子包装，产业“涛声依旧”

多年，一直没有做大。可改变源于创新，前年，生产

企业与外地客商携手，借鉴性的创意，弃坛改袋，

实施精细化服务，充分考虑了食客需求，再通过线

上推广，业绩斐然，产值上亿。

强县域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到方方面面，笔

者不好一一赘述，但认为可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培养意识。县域地方小，不太卷，人们的

生活过得安逸，工作喜欢按部就班，创新意识不太

强。长此以往，县域发展势必会“慢慢游”，如何改

变这种局面呢？唯有创新，因为创新是永恒发展的

动力，培养人们的创新意识，才能激发人们潜能，

促推工作开展。

二是因地制宜。鞋子合不合脚，穿了才知道。

上世纪 30 年代，为了拯救苦难的中国，一代代中

国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前赴后继，赴

汤蹈火，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有人提出拿来主义，

全盘照抄外国经验，也有人提出完全自力更生，

不学外国经验。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为夺取新

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县域经济的

壮大，也是同样的道理，县域创新发展离不开当地

实情，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根基不牢，难以持续，

甚至会坍塌。

郡县强，则天下强。强县域，关键是强产业；强

县域，关键是精准施策，找准产业发展的“精准赛

道”。只有打破窠臼，激发活力，创新思维，县域才

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渌口区向青年人才送“贺礼”

50对新人免费住
朱亭五号山谷蜜月房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王雨
喧 郭璋） 6 月 23 日，位于渌口区朱亭镇的五号山谷

民宿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参加了第三届株洲

青年人才集体婚礼的 9 对新人，因获赠渌口区送出的

倾心蜜月房券，他们特地选择这个周末来近距离感受

千年古镇的魅力和渌口的诚意与热情。

下午 5时，廖岳和向菲菲来到民宿手作区，体验拓

染工艺。夫妻二人一起去大自然里找花寻草，再用锤子

敲出植物汁液，印染到棉麻帆布袋上。

廖岳和向菲菲分别来自祁阳、湘西，3 年时间里，

两人在株洲安家立业，成了新株洲人，见证了株洲的

变化，也坚定了发展信心。“株洲产业实力强劲，城市

热情、包容、开放、有活力，让我们很有归属感。”廖岳

表示。

另一对新人蒋永伟、沈添伊分别来自山东、福建，

两人相恋于大学校园。2021 年大学毕业时，恰逢株洲

企事业单位组团进京揽才，两人看中株洲的历史底

蕴、产业实力和城市活力，便相约来株安家置业、追

求理想。

“株洲是个很出名的工业强市，也是一个很实在的

城市。”对于入住的五号山谷，蒋永伟、沈添伊夫妇则表

示，这里景色太美了，很适合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喝茶

聊天赏景，深度感受从身体到心灵的放松惬意。

连续举办了三届的“青年人才集体婚礼”已成为株

洲一张靓丽名片，渌口区为“建设幸福株洲”目标添砖

加瓦，为参加集体婚礼的 50对青年人才各送上一套价

值 1680元的朱亭五号山谷倾心蜜月房券，以表达美好

祝福，新人们可以在 5 月 20 日至 6 月 30 日的周日至周

四，任选一个合适时间体验入住。

攸县

智慧粮仓护粮有方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军 通讯员/李

青 夏笛） 粮食颗粒归仓后，减损和保鲜至关重
要，这需要储粮仓库不掉链子。最近两年，攸县推
动低温储粮仓库建设并对原仓储设施提质改造，
提高收储环节粮食品质保障能力，耕好了“无形
良田”。

6 月 19 日，在攸县省储粮食购销公司本库，
工作人员带领记者登上一截狭窄阶梯后，打开仓
门进入了 1号仓库。此时正值下午 3时，户外温度
已飙升至 30摄氏度以上，然而 1号仓内却凉爽舒
适，阵阵稻香扑鼻。

“仓温在 20摄氏度以下，粮温大概是 16摄氏
度至 17摄氏度。”湖南攸县省储粮食购销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文剑波介绍，1 号仓由过去高大平房
仓改造而来，改造后安装了气凝胶隔热板墙，可
有效阻断热源，同时仓内采用了粮面控温和整仓
降温的制冷工艺，有效地解决了仓内谷物堆积造

成的升温问题。
过去，谷粒堆积极易造成温度升高，容易滋

生虫害，产生损耗，同时粮食代谢速度也因高温
而加快，其色香味容易受到不良影响。

“为了便于粮食通风，工作人员会将粮食挖
成一条条沟，沟深 1 米左右，每半个月就要重新
挖沟利用自然通风条件降温，现在工作人员便可
以直接在电脑或手机等终端远程查看粮食温度、
湿度等，实现一键操控。”文剑波告诉记者，粮仓
内的电子测温的电缆线，“触角”直达粮食深层。

智能化的技术让粮仓变得越来越“高大上”。
攸县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把粮食储备库改扩
建项目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加快
推进。从 2023 年 10 月份开始，攸县启动了 6 万吨
低温储粮仓储设施提质改造、1.4 万吨的低温储
粮仓库建设等工程，为粮食的“产后护理”提供有
力保障。

茶陵

植保无人机保粮稳产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

讯员/刘莹 谭斌斌） 眼下正值水稻田间
管理的关键时期，茶陵不少人拿起了遥
控器，用植保无人机精准施肥，用科技手
段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促进农田丰
收丰产。

6 月 24 日，在虎踞镇黄石村的双季
稻万亩示范片，一片片绿色的稻田随微
风轻摆，不远处的田埂上，合作社工作人
员将复合肥倒入植保无人机药箱里，娴
熟地通过遥控器操纵无人机对水稻作业
区域开展高空喷洒。只见植保无人机在
农田上空 4 米左右高度来回穿梭，白色
的颗粒复合肥随着气流均匀洒向田间。

“以前背着喷桶施肥，背带子勒得肩
膀都肿起来了，一天撒不完三亩田，现在
用无人机，手指一推就行，速度快、还省

肥料，一个人一上午就能撒完三百亩。”
农民飞手谭宇祥说，一架无人机装载上
50 公斤肥料，一次能对 7 到 8 亩农田进
行追肥。

虎踞镇黄石村党总支书记、主任谭
君介绍，该村共种植早稻 1721 亩，通过
无人机作业，只需两天就能完成农田植
保作业，相比过去人工作业，效率提高了
几十倍。村里运用无人机施肥、无人机打
药，加上科学管理，今年的水稻长势非常
良好，预计产量大增。

据了解，今年，茶陵县早稻种植面
积约为 17.5 万亩，该县坚持科技兴农，
持续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和智能化农机
设备，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助力农民增产增收，促进农业产业绿色
优质发展。

醴陵再添
14位省工艺美术大师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员/李兰薇）
湖南省工艺美术协会日前传来喜讯，来自醴陵市的陈

利、黄龙等 14 人荣获“湖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其

中陶瓷类 13 人，漆器工艺类 1 人。至此，醴陵市共有省

工艺美术大师 46人。

省工艺美术协会于 2023 年发布第六届湖南省工

艺美术大师评审通知，根据《第六届湖南省工艺美术大

师评审实施计分办法》，组织开展了本次评审工作。在

各市州牵头单位推荐申报基础上，经评审委员会综合

评审计分、监督组监审、评审领导小组审议，此次全省

共 54人获评，其中醴陵 14人位列其中。

湖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由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

授予，是在工艺美术领域具有高超技艺和突出业绩创

作者的荣誉。

“不仅彰显了我们在工艺美术领域的深厚底蕴和

人才优势，也为做强做优艺术陶瓷产业、繁荣工艺美术

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醴陵市工艺美术协会相关负责

人坚信，未来将涌现更多的工艺美术人才，创作出更多

精美作品。

▲古香古色的祖庵家菜总店。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