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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汝城：乡村抖辣椒粉 辣味飘满巷
【中国新报】8 月 27 日，在汝城县卢阳镇东岗村，一户人家正在抖辣

椒粉，浓郁的辣味飘满几条巷。现在的抖辣椒粉大多数被机器取代了 , 这种

刚晒出来抖碎的辣椒粉 , 还泛着一股太阳的味道。你有多久没吃过这样的抖

辣椒粉了吧。

汝城县许多村民还保留着古老的石臼，用最原始的方法制作辣椒粉。

当地村民选用完全红透的羊角椒、朝天椒、野山椒等品种，剔除病变软烂

等辣椒，清洗去除泥沙、虫卵等自然晒干或者烘干。将干燥后的红辣椒放

入石臼中用木杵捣成粉。抖辣椒粉时，木杵在石臼中上下移动，辣椒的粉

尘也慢慢扬起，不一会儿，巷里就充满剌鼻的辣味。抖辣椒粉的人，忍着

眼泪和喷啶，象是一个在炼狱里煎熬的身影。几斤干辣椒抖下来，脸上的

粉未被泪水冲出了两条线痕。辣椒粉抖好后用罐装好密封可以保存一年。

这样制作出来的辣椒粉煮菜特别好吃，很多城里人下乡都喜欢寻找这种抖

的辣椒粉。（通讯员 朱忠达 范玉华）

——贵州省安顺市“十四五”期间积极
筹备建立土壤档案馆

【中国新报】土壤档案馆为“沉积岩王国”筑起净土“防护墙”

——贵州省安顺市“十四五”期间积极筹备建立土壤档案馆

前述：土地是农业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壤质量直接影响着食品安全和

国计民生，是事关“端牢中国饭碗、确保粮食安全”的重大民生问题。贵州省被

称为“沉积岩王国”，而位于“黔之腹，滇之喉，粤蜀之唇齿”的安顺市，全境

均系山岭与山间盆地构成的独特山地地貌，区域地势相对高落差大，立体气候明

显，特殊的地质、地理环境，赋予了安顺耕地明显的区域特色和特殊品质，辖内

近 90％以上的耕地表层土壤有机质、碱解氮及速效钾含量均处于中等以上水平 ,

土壤养分呈现明显的“表聚性”，成为安顺发展食用菌、茶叶、刺梨、中药材等

十大山地特色主导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

近年来，安顺市紧紧围绕改善环境质量、致力生态保护等重要目标，坚守发

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扎实抓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全面完成了耕地土壤环境质量

类别划分，编制了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报告与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实

施方案，并相继制定出台了《安顺市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染物减排方案》《安

顺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安顺市土壤污染

防治年度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持续深入开展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十三五”期间，先后对 73

家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开展了信息采集、风险筛查

再核实工作；建立了全市 73.77 万亩受污染耕地

安全利用措施台帐，其中严格管控 3.52 万亩；建

立 36 个土壤监测点位，全天候全时段做好 230 个

土壤 pH、阳离子、有机质三项理化指标及水分分

析测试工作等等，全市生态环境质量稳中有升，

土壤安全利用和污染防治成效显著，有力促进了

绿色农业可持续化发展。

为全面掌握全市土壤资源状况和土壤质量变

化趋势等情况，安顺市于日前启动了全市第三次土

壤普查工作，明确从 2022 年起至“十四五”末利

用 4 年时间，通过组织实施外业调查采样和内业测

试化验，开展土壤普查成果整理、数据审核、录入

等工作，汇总形成第三次全市土壤普查基本数据，

形成全市耕地质量报告和土壤利用适宜性评价报

告。同时，以完成全市土壤普查数据库与样品库建

设为基础，力争在 2025 年建成安顺市土壤档案馆

并投入运行，实现对土壤样品进行集中永久性保存

和智能化管理，满足全市“十四五”至 2035 年远

景规划时期的土壤样品容量，确保在环境监测过

程中采集到的土壤样品将像档案一样“归档保存”。

筹备建设中的土壤档案馆将作为安顺市打造

“智慧耕地”成果的重要体现，是一个集土壤样

品存储和数据管理系统于一体的智能化土壤资源库，也是一个包含安顺市土壤污

染状况、土壤监测数据、土壤污染风险源等信息在内的土壤质量数据管理平台，

将收纳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土壤例行监测、土壤背景值调查与监测、土壤污染科

研及重特大土壤污染事故分析等项目所采集的土壤样品，以及大气干湿沉降、河

流湖泊底泥底质样品等。对采集到的土壤样本将按照“一样品一档案”的方式进

行归档入馆，每个土壤样品瓶体上清晰地标注了样品名称、样品编号、样品二维

码等信息，采取手机扫码或登录专用的土壤资源电子信息库等多种方式，即可查

询到土壤样品采集时间、样品采集点精确坐标、土壤有机物质的活性成风、土壤

检测指标值（包括淡肥、有机物、水份、盐份、PH、中微量元素、重金属超标等），

也可查询到全市耕地土壤营养元素和环境元素含量及其分布，通过对土壤样品的

分析可不定期获取不同历史年代的有效数据，可为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制订环境

政策、确立土地利用规划、开展土壤环境科学技术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并为安顺

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农产品种植结构优化、耕地土壤质量提升、土壤污染修

复治理等方面提供基础的信息支撑。（张爱国 赵 涯 范 勇）

高度重视土壤安全利用和污染防治，有力促进了安顺发展食用菌、茶叶、刺梨、中药材等十大山地特
色主导产业（图片由中共安顺市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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