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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景区景点深挖资源优势，创新玩

法，给予游客更多新奇潮玩的旅游体验。

株洲方特双园同庆，开启盛世狂欢节，千

架无人机以科技之力为祖国打 CALL，盛世狂

欢大巡游、星空礼赞烟花秀、水帘洞花火盛宴、

奇遇西游灯光展、恐龙机甲大巡游，带来“白+

黑”12小时畅玩模式。

炎帝陵景区通过“我为祖国唱赞歌”、炎帝

民俗展演、“国潮文化街”等一系列“盛世华章

国之庆典”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祭祖、祈

福、游山、观园。

酒 仙 湖 景 区“ 豆 香 麻 辣 生 活 节 ”系 列 活

动 火 热 开 展 ，豆 腐 趣 味 游 园 会 、微 醺 酒 仙

湖 、十 大 名 菜 免 费 吃 、去 班 味 吸“ 氧 ”等 活

动 ，让 游 客 在 山 水 间 大 饱 眼 福 、大 饱 口 福 、

快乐躺平。

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结合现有自然资源

和特色文化历史，举办“户外徒步 行走山野”

徒步活动，云上大院推出退役军人免票优惠

活动，蓬源仙 3387 风车露营基地策划“中国红

—爱国心·自然情”主题露营活动，游客回归

自然、尽享惬意。经世文创水仙湖旅游度假

区和花湖谷新场景“花镜学堂”在假日期间开

门迎客，并推出多项优惠活动，引爆乡村游和

亲子游。

假日期间，全市各级文旅部门加大文旅市

场安全检查督导力度，加强各文旅场所、大型

文旅活动现场和景区景点的安全隐患排查工

作，全力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确保文旅市

场安全有序。“文旅株洲”官方微信公众号还通

过发布出游提示、游玩攻略、活动指南等信息，

引导市民游客合理规划行程、文明旅游，不断

提升游客舒适度和体验感，真正让市民游客在

株洲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今年国庆假期，株洲文旅火了

接待游客264.58万人次 省外游客占30.44%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温琳 通讯员/胡任 张坚煜

国庆假日，株洲成为游客休闲放松的热门

选择。中心广场、芦淞航空小镇、芦淞服饰市

场群、株洲博物馆、神农湖水秀广场等地洋溢

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展现了一幅幅文明出游的

美丽画卷。

“在株洲的每一天，我都感到很开心。”来

自郑州游客王女士说，她与家人来株洲旅游三

天，虽然游客量很大，但是没有看到任何不文

明的现象，秩序好、管理好、游客素质高。

采访中，部分景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

在游客的素质普遍提高了，大部分游客都能自

觉维护景区环境。一直以来，我市城区各景区

景点，结合实际情况，引导商家诚信经营、热情

服务，同时倡导游客文明出行、快乐旅游。通过

这些努力，文明旅游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为株

洲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记者手记 文明旅游，让株洲更具魅力

国庆出游好时节，株洲大街小巷国旗飘扬，处处洋溢着

一派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我市策划推出了“嗨玩国庆 打

卡株洲”四大主题攻略，包含百余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缤纷“文旅大餐”，有效满足了广大市民游客对假日旅游的

新需求和新期待，充分激发了国庆假期文旅消费新动能，全

市文旅热力全开。

国庆期间，全市共接待游客 264.58 万人次，其中过夜游

客占 25%，省外游客占 30.44%，假期 7 天过夜游客平均停留

时长为 2.45天。

国庆期间，2024 湖南（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和

2024 年湖南服饰博览会暨芦淞时装周等品牌展会活动盛大

开幕，株洲抢抓瓷博会、服博会、动漫展、画展等展会活动叠

加良机，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引领游客假日出游新风尚。

醴陵市创新推出“大吉大醴·八大超级潮玩”系列活动，

通过“超级捡瓷薅羊毛”“超级锦鲤中大奖”“超级扭蛋百分

百”“超级网红逛瓷博”等丰富有趣的瓷旅互动活动，全面提

升游客逛展体验，5 场陶瓷主题烟花秀和大型瓷文化烟花实

景剧《国彩醴陵》接连在陶子湖公园精彩上演，15 万件瓷器

任游客捡，景区免费逛、陶瓷放肆捡、烟花尽情玩、小炒畅快

吃等配套活动，进一步促进了“文旅+烟花+陶瓷+美食”深

入融合发展。

芦淞服饰市场群举办芦淞购物狂欢节，万件衣服免费

送，万杯冷饮免费喝，商户促销让利，优惠券大放送，让游客

淘衣服到手软。“株次元”动漫游戏展再登株洲国际会展中

心，造型各异的动漫、游戏角色扮演者纷至沓来，彰显新世

代的生活新方式、新态度。

株洲博物馆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集

邮展”，以集邮文化为载体，向广大市民游客诉说新中国的

发展故事，日均入馆观众超万人，同比增长近 130%。株洲美

术馆（株洲画院）推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典

藏作品展”，用名家名作，描绘祖国盛景，展现时代新貌。

假日期间，株洲一批新场景、新空间、新业态，聚力优

质供给，焕新激发活力，用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展现株洲

城区的万千气象，愈发受到市民游客尤其是年轻人的热捧

和青睐。

株洲街头艺术站文艺巷、钢琴广场、0733、水秀、红旗广

场、万丰湖等六大站点焕新升级，百万粉丝博主鸣小明、本

土创作歌手平凡的艾岩、株洲职教城青歌赛优秀选手和本

土优秀街头艺人，为市民游客带来民谣演出、潮流演唱、器

乐表演等街头演艺，每晚精彩连连。

神农湖水秀广场每晚也是好戏连台，大型文艺演出、《江

姐》交响音乐会、戏曲表演、歌舞器乐等不同主题的专场文艺

惠民演出，场场爆满，市民在家门口即可畅享假日文化大餐。

魔法物语·文创馆四大原创魔术剧目，融入了创意魔

术、沉浸式戏剧、流行脱口秀等元素，带给观众惊奇和欢乐；

株洲本土脱口秀俱乐部——树洞喜剧，用诙谐幽默的演出

方式逗笑观众，深受年轻人喜爱；市图书馆的手工 DIY 活动

和系列知识讲座吸引市民游客前往参与体验；神农大剧院

的舞剧《西游》和话剧《寄生虫》演出一票难求；分袂亭汉服

游园人头攒动；文艺巷、八桥夜市等网红打卡地灯光璀璨，

尽显株洲文艺范与烟火气，游人络绎不绝。

各县市区实行假日大联动，推出兼具丰富

度和体验感的主题文旅活动，给市民游客带来

多元玩法和全新体验。

芦淞航空小镇热闹非凡，“天空之城”2024

株洲航空嘉年华活动迭代升级，分为飞行者大

会、天空之城音乐节、“恰货”俱乐部、神兽趣玩

团、全民嗨玩计划五大板块，国防装备体验、顶

级飞行体验、探秘飞机工厂、各式特色小吃、精

美文创产品……令人应接不暇，每晚还有云端

派对主题音乐会，带给市民游客一场融合航空

科技、文化体验与休闲娱乐的视听盛宴，游客白

天乘坐阿若拉飞机体验，晚上参加音乐节、逛夜

市、看表演、秀才艺、赏烟花，天天人气爆棚。

攸县举办 2024 攸县旅游发展大会暨攸县

香干麻辣活动周活动，不仅有攸县打铁水、槚

山皮影、探灯等非遗展演，还有百味飘“香”美

食集市、“YOU 豆”音乐节，更有万份攸县米粉

免费嗦、万份名菜免费呷、万份攸县香干免费

送、万份麻辣豆腐免费吃，攸县香干美食品牌

被持续擦亮，进一步赋能攸县文旅发展，拉动

消费的乘数效应。

石峰区举行“青春不止这 Young”2024 年

株洲职教城青年歌手大赛，荷塘仙庾特色庭院

集群等文旅项目正式营业，渌口区推出“来渌

口·庆国庆”系列文旅活动，茶陵浓情上演“礼

赞新中国 筑梦新时代”文艺汇演，炎陵县开展

“盛世华诞·大美炎陵”系列文旅活动。

各县市区一系列主题鲜明的活动呈现出

多样化、品质化特点，带动假日新玩法，让更多

市民游客深入感受到株洲的独特魅力。

新兴场景业态，备受游客青睐2

跟着展会旅游，引领假期风尚1

景区人潮如织，丰富旅游体验4

主题活动荟萃，解锁多元玩法3

树洞喜剧国庆演出观众合影。 通讯员供图

2024湖南（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开幕。 通讯员供图

酸辣椒送乡邻受追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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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多吨酸辣椒怎么销？在销售上，李庆忠

很有信心。榨油坊积攒下来的顾客，成了购买她

酸辣椒的第一波客人，“大家得知我做大规模后，

来支持的不少，朋友介绍朋友，第一年 10 多吨酸

辣椒竟然都卖完了。”

这给了她继续下去的信心和决心。

2022 年，她开始扩建一个 400 平方米的厂

房，原有厂房面积不够，大伙挤在一堆，时不时碰

手碰脚的场景，影响工作效率。

作为一个农村妇女，李庆忠创业酸辣椒事业

相当有魄力。为了扩建厂房，手头要保留一定流

动资金的她，又向银行借了 23 万元，“可能很多

农村妇女一辈子也没见过 50 万元，但我两年内，

就先后向银行借了 50万元。”

厂房扩大了，规模也上来了，2022年，李庆忠

收了50多吨辣椒；2023年，更是达到了上百吨。

学管理，学销售，50多岁的李庆忠成长得很快。

2023 年，借着“湘品出湘”大湾区产销对接

活动，她积极走出去。展会第一天，一位采购商

一次性买了 1000 瓶黄剁辣椒和红剁辣椒，带去

的近 400 瓶辣椒产品全部销售一空。为了把握

住这次销售机会，在展会的最后一天，李庆忠还

找顾客“借”产品摆摊——因为这次带来的辣椒

产品全部售空，只好麻烦一些顾客晚点来提货，

让她再多卖一会儿。在展现会上，她就卖出超十

万元的酸辣椒、剁辣椒。

这一次，她成功为自己的辣椒产品打开了大

湾区市场，除了两笔大单，还在现场加了不少散

客微信，现在还有三四位直播带货网红找她选

品，这给了她很大的信心。

国庆期间，她扩建的厂房在紧锣密鼓施工。

同时，她还在琢磨搞直播间的事，“如果我能借助

自媒体的东风，让我的辣椒产品卖到全国各个角

落那就好了。”

依靠制作酸辣椒的手艺，抢抓乡村振兴机遇

五旬“辣椒姐”闯出一片新天地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旷昆红

被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点燃”创业

热情，2021 年农村妇女李庆忠“支棱”起

来，开创了一份自己的辣椒事业，把从

外婆手中传承下来的制作酸辣椒的手

艺发扬光大，年产酸辣椒从几吨到 10

吨、50 吨，一度达到上百吨，成了名副其

实的“辣椒姐”。

今年 55岁的李庆忠，出生在多子女

的农村家庭。即便在农村，地里也不是

一年四季都有菜。在地里的菜生长青

黄不接时，全家靠囤的坛子菜度日，“小

时家穷，几个酸辣椒，就可以当一天的

菜了。”

李庆忠的外婆有一手做酸菜的好

手艺。十来岁，李庆忠就从外婆那学会

了这门手艺，“外婆手艺好，靠做这些坛

子菜补贴家用。她做的酸辣椒比一般

人做得好吃，脆、甜、香、辣，有自己独创

的法子。”单辣椒，她就学会了盐辣椒、

辣椒酱、剁辣椒、油辣椒等各种做法。

读书时，每天要走半个小时去学

校，中饭在学校解决，自己带饭盒。没

菜带时，就是几块豆腐乳、剁辣椒或酸

辣椒。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吃零食是奢

望，盐辣椒、酸辣椒就是儿时李庆忠“解

馋”的零嘴。

但李庆忠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自己

会用这门手艺开创一份事业。

结婚后，勤劳的李庆忠没有成为一

名只围着灶台转的农村家庭妇女。“那

时候日子特别难，靠种庄稼发家肯定不

行，感觉种金子都不赶趟。”

农闲时，她就会做一点小买卖，成

了一名小摊贩，到各村收鸡蛋到城里

卖，挑家里的橘子去赶集。担子里，她

也会带上一些自己做的坛子菜和酸辣

椒卖。

辛苦积攒了一些钱后，她家张罗着

开了家榨油坊，作为主要营生。每到榨

油忙碌的时节，遇上饭点，她总是热心

地留来榨油的乡邻吃饭，酸辣椒炒肉、

酸辣椒炒鸡……湖南人的饭桌上，辣椒

必不可少，在她家也不例外，但每次总

有几个乡邻，会特意夸赞她做的酸辣椒

味道好。一开始，她也总是热心地送一

些酸辣椒给大家。

李庆忠选用王十万有名的黄辣椒，

是“株洲市十大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和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名气不小。

她坚持采用从外婆那学到的手艺，

加上自家祖传秘方，用天然盐水泡制而

成，所有的辣椒自然发酵，没有任何添

加剂，保留了产品特有的原味和独特的

坛香，味道鲜辣爽口。她家的酸辣椒能

保存 18个月之久。

“她家的酸辣椒味好”，大伙一传十

十传百，纷纷追着她买。就这样，在榨

油坊开起来的 20来年里，李庆忠一边榨

油，一边零打碎敲卖一些自产的酸辣

椒、辣椒酱和剁辣椒。

小时候跟外婆学手艺1

不断学习 产品卖到大湾区4

如果不是被儿子们“刺激”，这种以榨油坊

为主业，边售卖酸辣椒的模式，她估计会一直坚

持下去。

2021 年，眼瞅着儿子逐渐到了成家立业的

年龄。通过多年打拼，她为两个儿子存下一笔

钱，想要为他们分担买房压力。当她把自己的想

法告诉儿子们时，却被他们拒绝了。

自己一心打拼是为了孩子，结果孩子却不领

情，这让李庆忠有些生闷气。这不多不少的一笔

“巨款”能干什么？自己才 50 岁出头，留钱养老

为时尚早，李庆忠一时半会想不到用途，但一直

爱折腾、闲不下来的她决心干点自己想要干的事

情，为自己活一回。

那段时间，她常往镇政府跑，“我一个农村妇

女，什么也不懂，我拿报纸和杂志看，看能不能从

里面收获一些信息和知识。”结果，致富的门路倒

是没找到，她却读到了国家很多关于乡村振兴相

关政策的报道。这让她为之一震，她觉得“我应

该赶上这趟东风”。

到底能干什么，她却发了愁。盘了盘家底，

只有小规模的榨油坊，要做大做强完全没有这个

经济实力，左思右想，她决定做自己最拿得出手

的酸辣椒，将之做大做强。

当她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时，遭到了丈夫的

反对，“他说我放着舒坦的日子不过，瞎折腾。”

但她还是决定开干，她把自家房子按照简易

厂房的规模，对自家住房进行改造，原本计划给

儿子们买房的 40 万元很快花完，这是李庆忠始

料未及的，“辣椒还没开始收，我兜里就空了。”

骑虎难下，这可把她愁得觉都睡不着。怎么

办？为找钱，一个农村妇女开始四处跑。幸运的

是，为大力推进乡村振兴，银行出台了很多惠农

贷款政策，她找到了中国农业银行渌口支行，通

过“惠农 e贷”贷款了 27万元，用来收原材料——

辣椒，“有农村户籍经营农业相关产业，不要抵

押，只需测算房产、厂房、存货等固定资产资金，

就给我们发放了贷款，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有了厂房和资金支持后，李庆忠放开手脚

干。辣椒丰收季时，黄辣椒一车又一车源源不断

地运到她家。分拣、清洗、晾干、装坛……2021

年，李庆忠第一年正式投身酸辣椒事业后，就收

了 10多吨的辣椒。

先后贷款50多万元创事业3
从外婆手中学的手艺，李庆忠将之做成了一份事业。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旷昆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