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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安化“四味”腌菜 
享味之余更助力脱贫

贵州黎平龙额：“禾鱼共生”走向脱贫 致富路 江苏加快改善苏北地区农
民群众住房条件

红网时刻益阳 10 月 31 日讯（记者 王新凤）“不

管是嗜辣星人还是吃辣无能星人，我们的羊角塘黑

腌菜都可以满足你的味蕾需求。”10 月 31 日下午，

在益阳美食城安化馆内的“羊角塘黑腌菜”展区，

记者看到，展台上摆着四个装有不同口味腌菜的盘

子，不少游客正拿着小勺子在试吃。

店员介绍说，该展台售卖的黑腌菜分为干腌菜

和湿腌菜两大品类，其中湿腌菜分为微辣和香辣两

个口味，干腌菜分为原味和酸辣味，可以满足不同

消费者的饮食习惯。

“这两天展柜里的存货都卖断货了，还得回去

赶货。”羊角塘黑腌菜展区负责人夏赞奎说，美食

节期间，10 块钱一瓶的黑腌菜很受欢迎，基本上每

天都能售出 1000 瓶。

家住安化县羊角镇福泉村的夏赞奎原本在外创

业收入不菲，出于国家产业扶贫政策的感召和对家

乡传统饮食的热爱，2017 年，他毅然选择回乡创业，

先期投入近 100 万元，成立了安化三峒生态农业专

业合作社和安化芈山韵贸易有限公司，决心将羊角

塘黑腌菜这一传统地方美味传承保护发扬光大，并

带领家乡父老一起脱贫致富。

羊角塘黑腌菜是安化二都的传统美食，是当地

农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下饭菜，家家户户

做，家家户户有。此物乌黑发亮、清香扑鼻，吃起

来温软生香，别有风味，此外还有健脾开胃之药效。

特别是羊角塘黑腌菜扣肉，享誉盛名。

“从城市回到乡村创业，是对亲情的眷顾，也

是对生养我的家乡的回报。”为了把黑腌菜推向市场，

让黑腌菜传统制作技术得到传承保护，夏赞奎带着

200 多个贫困人口种植制作黑腌菜所需的青菜，采取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为当地贫困户提

供就业岗位和技术支持，带动农户增收。2018 年，

夏赞奎已成功申报为黑腌菜县级非遗项目传承人。

中国新报贵州讯（记者 王道仁 通讯员 姚东）贵

州黎平县龙额镇归养村实施“禾鱼共生”的田野里

喜讯频传，一派禾鱼丰收的繁忙景象。

        金秋十月，秋收如画。被誉为“一亩稻花

十里香，一家蒸饭全寨香”的归养“水牛毛”香禾糯”

（侗语直译，意思是禾谷的芒长象水牛的毛一样，

故称“水牛毛”香禾糯），亦称 “红香禾糯”，是

该镇归养村侗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根据

特殊气候、土壤和地理环境选育栽培出来的优良糯

稻品种系列，是一种宝贵而独特的中国本土农作物

品种遗传资源，一直延种至今，已成为当地侗族群

众的农业特色产业。

        “禾鱼共生”种养模式是一项高效生态农

业工程。该工程特点是鱼为糯禾除草、除虫、耘田

松土，糯禾为鱼提供小气候、饲料，减少化肥、农药、

饲料的投入，糯禾和田鱼形成和谐共生系统。

        近年来，该镇党委、政府正是看中这一优

势后，在归养村实施“禾鱼共生”高产示范工程获

得成功。今年，该镇在推进脱贫攻坚的产业扶贫工

作中，以“先建后补”方式，采取“党支部 + 合作

社 + 基地 + 农户”的形式，在归养村实施了 200 亩

“禾鱼共生”生态工程喜获丰产，禾鱼产量分别由

原来亩产 350 公斤、10 公斤提高到 450—500 公斤和

30—35 公斤，实现了禾、鱼“双丰收”。通过支部

引领，合作社带动，吸引广大村民争相投入“禾鱼

共生”种养模式，形成“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的

发展思路，促进农业综合开发，拓宽农民致富增收

的渠道。

        村监委主任石光程非常自豪地 说：   在实

施‘禾鱼共生’种养模式中，禾花鱼能为村民带来

每亩 1500 元增收，而且“水牛毛”香禾糯也比常规

禾稻增收三成以上，每亩可增收 3000 元，禾鱼每亩

共计增收 4500 元。相比传统种养模式，禾鱼综合种

养真正实现了‘一亩双收’的好效益，是引导村民

走向脱贫致富的增收渠道。

新华社南京 10 月 30 日电（记者赵久龙）江苏

省加快改善苏北地区农民群众住房条件现场推进会

28 日在宿迁市召开。江苏提出，计划 3 年内改善苏

北 30 万户农村住房条件，省级财政已预拨逾 100 亿

元专项资金，今年年底前改善 10 万户农民住房条件，

同时还将完成 9691 户省级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农村

危房改造任务。

　　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此前指出，去年调查

显示，苏北仅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农房就有近 50

万例，其中大多数是年代久、面积小、质量差的单

砖房，甚至还有危房。

　　江苏省委副书记任振鹤表示，推进苏北农

房改善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要顺应城镇化

和村庄发展规律，科学制定配套政策，坚决杜绝“与

民争利”做法，力求做到资金平衡，切实提高农民

群众生活品质，均衡配套公共服务。家门口“搭台”，

促进农民就近就业。制定差异化针对性的推进措施，

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