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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傳胡辣湯 暖胃富一方

連片的朝天椒種植基地，從村邊道路一
直延伸到遠處的廣（州）昆（明）高速公
路一側，結伴採收辣椒的村民歡聲笑語。
何文武在其中動作嫺熟，雙手翻飛間，將
一個個鮮紅的朝天椒拋入籮筐。今年，何
文武於雲南中醫藥大學研究生畢業，成為
村裏第一個碩士，大家打趣道，他這個研
究生是「種辣椒種出來」的。
何文武所在的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

硯山縣白石岩村，是遠近聞名的辣椒種植專
業村，全村129戶家家種植辣椒，品種以朝天
椒為主。今年，全村種植1,000多畝的辣椒，
純收入可以達到300多萬元（人民幣，下
同）。

試種效益好 系統化推廣
白石岩村最早種植辣椒是2006年，當年試

種50畝，經濟效益達到了傳統種植玉米的2
倍至3倍。喜出望外的村民從一開始的不想
種，到連片種植、分戶管理，統一育苗、統
一移栽、統一管理，翌年即發展到200畝。
「今年受疫情影響，價格低於去年。」何文

武父親何金友說，他
家所種的8畝辣
椒，今年收

穫2.4萬元。

交學費底氣足 生活上層樓
「辣椒雖小，但收益不錯。」何金友笑說，

要不是發展辣椒種植，自己也沒有幫助兒子完
成碩士學業的底氣。兒子上大學8年來，不僅
能負擔得起學費，還能滿足兒子生活費和其它
費用的開銷。不僅如此，家裏還建了房、買了
電單車和小貨車，生產生活條件連年改善。
何文武說當年上大學選專業的時候，也很

糾結，一方面想讀自己喜愛的針灸推拿學，

另一方面又是想着早日工作分擔家庭經濟負
擔。父親安慰他，「沒關係，種辣椒收益
好，供你讀書沒問題。」今年，他順利完成
了研究生的學業，現在最大的心願就是盡早
落實工作，能學以致用，也盡快能為家裏出
一份力。
翻看何文武的朋友圈，很多種辣椒、收辣

椒、賣辣椒的信息，家裏紅紅火火的辣椒成熟
視頻很吸引眼球。何文武說，因為家裏種植辣
椒，才讓自己有機會選學了喜愛的中醫；亦因
種植辣椒，才圓了自己的「碩士夢」。

連片朝天椒
種出碩士生

「在西華縣哪個村賣胡辣湯的多，
哪個村的房子最好車子最多，日子過
得最逍遙。」河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
逍遙胡辣湯製作技藝代表性傳承人高
群生驕傲地指着自己村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
說起胡辣湯，最早可以追溯到宋徽

宗年間，至今已經有800多年的歷
史。1962年出生的高群生是周口市
西華縣逍遙鎮南門村村民，從17歲
就開始做胡辣湯的他，因出鏡《舌尖
上的中國》第三季而成為「紅人」，
逍遙胡辣湯更是聲名大噪，每天不僅
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吃貨」趕到逍遙

鎮喝胡辣湯，更有不少人慕名找高群
生學習胡辣湯熬製技術。
當香港文匯報記者的車子一進入逍

遙鎮，濃濃的花椒味便撲鼻而來。高
群生說，逍遙胡辣湯的「辣」源自胡
椒， 「白胡椒再配上其他30多種中
草藥熬成原料，佐以麵筋、牛肉、菜
花、黑木耳、粉絲等食材。真正的逍
遙胡辣湯是一碗養生湯，可以祛風祛
濕止寒的。」

免費傳藝貧戶 帶動就業
高群生現在不惜時間和精力地傳授

胡辣湯的技藝，而只要是貧困戶來學

習，他都分文不收。 「一個人富不
算富，作為傳承人，就要傳承好老祖
宗的技藝。」僅去年就有三百多人到
高群生這裏學做胡辣湯，高群生說，
一個人學成後開個小店，就能帶動五
六人就業，大的店則有十多人；而配
料的採購、電商的運作又能帶動相關
產業的發展，是當地脫貧增收的重要
手段。

促進粉條牛羊肉等產業發展
就是這樣一碗湯，不僅溫暖了食客

的胃，更鼓起了當地人的「荷包」。
據逍遙鎮黨委副書記、鎮長劉健介

紹，僅逍遙鎮胡辣湯生產企業就有7
家，主要生產胡辣湯粉、速食包及凍
乾胡辣湯三個系列，共46個品種。
到目前為止，全鎮從事胡辣湯產

業的群眾有 4,200 多戶，2.6 萬餘
人。其中建檔立卡貧困群眾300多
戶，1,300多人，「通過經營胡辣湯
生意，都走上了脫貧致富路。而胡
辣湯生意又帶動了全鎮香葱生產、
粉條加工、牛羊肉養殖等農副產業
的發展。僅胡辣湯產業這一項，我
們全鎮增加存款25億元，人均4萬
多元，連續多年位於全市鄉鎮排名
第一名。」劉健說。

剛剛從泥土裏拔出來的大薑，削去
莖葉，簡單清理泥土，包上保鮮膜裝
進禮盒，3斤生薑能賣80元（人民
幣，下同），而普通薑的價格每斤只
有五六元。山東汶南電子商務有限公
司總經理畢學堂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這是公司研發的生薑新品種：蔬
菜薑，辣味素少，吃起來爽脆可口，
且藥食同源，市場供不應求。

四季供應 現拔現賣
「2016年剛回村時，只有一個生薑

大棚，薑地都成片地荒着，心裏涼了

半截。」畢學堂是東汶南村黨支部書
記亓新華請回來的第一位大學生。東
汶南村位於山東濟南市萊蕪區，是中
國北方生薑發源地，該村種薑歷史悠
久，生薑曾給村民帶來財富。但因為
沒有跟上市場變化，生薑產業逐漸沒
落。
於是畢學堂與亓新華一起擎起了東

汶南村生薑產業重振的大旗，成立生
薑種植專業合作社、研發蔬菜薑提升
品牌價值，還搭建高溫大棚和包含鍋
爐、水泵和水管在內的熱水循環系
統，創新「地暖」種植。據了解，在

每一個熱水管的側面有很多小閥門，
閥門和細管道連接，細管道位於每一
行薑根部以下合適的距離，熱水通過
小細管流入之後，提高地溫，管道裏
的熱水一直在循環流動着，不斷促進
薑的生長。

建新媒體團隊 增加品牌曝光
農民把地流轉給合作社，他們去大

棚裏打工，不僅每天能掙工資，土地
流轉費每年每畝還有差不多1,000元
左右。借助電商平台，如今30多個蔬
菜薑大棚已經連成一片，已有上千畝
的規模。據畢學堂介紹，現在蔬菜薑
可以一年四季持續供應，現拔現賣，
目前穩居阿里平台生薑銷量冠軍，年
銷售額可達2,000萬元。
今年疫情期間，亓新華又盯上了沒

法回到城市工作的大學生，亓瑤就是
其中一個。亓瑤之前就職於青島一家
知名公司運營視頻號，月薪接近2萬
元。亓瑤看中了逐漸振興壯大的汶南
生薑產業，他想利用短視頻流量槓桿
撬動品牌農業。幾個月內，周邊村裏
考出去的十幾個大學生組建了一個大
學生為主的新媒體創業團隊。直播帶
貨、農業Vlog+村播矩陣、汶南商學
院新農人計劃……
「黨支部+農業專家+大學生創

業+新型職業農民」，東汶南村的鄉
村振興模式一舉多贏，讓村民共享
集體經濟發展紅利。直接帶動該村
50餘種植戶脫貧，間接帶動1,500餘
人就業，讓100多人在合作社穩定就
業，從「種植戶」變成了「技術
員」。

辣
退役研種椒
疫境有收成

從8月中旬開始，廣西桂林市資源縣種植的辣椒陸
續進入採摘期。資源縣車田苗族鄉坪寨村的村民看
着開到田間地頭「搶貨」的收購商車隊，心裏樂開
了花。車田辣椒個頭大、肉厚汁多、甘中帶辣、香
味綿長，泡辣椒、酸辣椒、擂缽辣椒是當地比較有
特色的吃法。「今年辣椒平均每斤收購價可達1.8元
（人民幣，下同），即便價格較往年上漲了不少，
辣椒還是供不應求。」村黨支部書記彭石華笑着
說。
十年前的坪寨村還是一個「吃水都要走二三十分

鐘到水源地去挑」的老少邊窮村。而如今，通過推
廣辣椒和西紅柿種植，「村民的腰包逐漸充實了起
來，日子過得比辣椒還紅火。」彭石華打趣道。
2003年，彭石華從部隊退役後，到廣東一個批發

市場幫老闆賣菜。各地運到市場的有機蔬菜銷量
好、價格高，這深深地觸動了他。「家鄉生態資源
那麼好，為什麼就富不起來。」2005年，彭石華帶
着想法回到坪寨村種起了辣椒。「當時發動村民們
一起種，很多村民不理解，在他們眼裏辣椒就是
菜，不是糧食，擔心種了賣不出去。」其實彭石華
自己心裏也沒底，他「試驗性」地種了五六畝的辣
椒，沒想到由於品質好，第二年辣椒豐收彭石華掙
了三四萬元，「這對當時人均年收入才2,000元的小
山村來說，可是一筆大數目呢！」

「避雨栽培」降蟲害品質高
彭石華還將運用在葡萄種植上的「避雨栽培」模

式借鑒到辣椒、西紅柿種植中，降低農作物感染病
蟲害的概率，減少了化肥農藥的使用，令辣椒品質
和產量得到提升。據了解，坪寨村目前發展西紅
柿、辣椒等有機蔬菜等經濟作物400餘畝，每戶每
年至少增收4,500元。
靠着種植辣椒和西紅柿，坪寨村於2018年實現整

村脫貧，如今村裏路通了，新建的樓房鱗次櫛比，
村容村貌發生了極大的改變。 「下一步，除了辣
椒、西紅柿這些傳統種植品種，我們還要發展食用
菌溫室大棚種植項目，該項目可為貧困戶的年收入
增加5,000元以上。」彭石華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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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寨村黨支部書記彭石華時常指導村民辣椒種植坪寨村黨支部書記彭石華時常指導村民辣椒種植
技術技術。。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高群生現在不惜時間和精力地傳授胡辣湯的技藝。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攝

■畢學堂（右）和亓瑤（左）展示剛拔出來的蔬菜薑。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攝

■■苗族鄉煙竹村建檔立卡貧困戶在晾曬豐收的辣苗族鄉煙竹村建檔立卡貧困戶在晾曬豐收的辣
椒椒。。 通訊員蔡立松通訊員蔡立松 攝攝

掃碼觀看視頻

■■何文武是村裏第一個碩士生何文武是村裏第一個碩士生，，他假期還會回他假期還會回
到家裏種辣椒到家裏種辣椒。。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香港文匯報記者譚旻煦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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