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辣椒加工企业上千家

据统计，2005年， 湖南的辣椒产业产

值已达20多亿元， 有各种辣椒产品几十

种。 辣椒加工企业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 如今达到了1000多家， 单品销售额

2000万元以上的辣椒食品加工企业就有

近二十家。

“湖南辣椒产业前途无量”，在淘宝商

城专营湖南特产的田育英告诉记者，他店

内销售的辣椒酱、 剁辣椒多次破销售记

录，还远销港澳台。

辣椒产业的确是一个发展潜力巨大

的产业。有关数据显示，辣椒作为调味品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几十年成为了全世

界消费量最大的果蔬之一，其贸易量超过

了咖啡与茶叶。 全球食辣人群超过20％，

辣椒交易量近300亿美元。 我国食辣人群

则高达40％， 且呈逐年上升趋势，2006年

国内辣椒贸易量近1000亿元人民币，1亿

农民以辣椒为主要收入来源。

九成用外地辣椒做原料

“市面上销售的湖南辣椒产品约九成

使用外地辣椒”，3月30日， 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毛家饭店长沙分公司营销总监兰燊

告诉记者。

据他介绍，以“脆”闻名的毛家辣椒酱

原料有红椒、黄贡椒等4个品种，每年约需

要1000多吨。其中，98%的辣椒是从山西、

陕西采购而来，几乎不用本地辣椒。

“公司目前辣椒原料主要靠河北等省

供应，” 湖南辣妹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部部长杨丽也表示。辣妹子在河北建立

辣椒原料基地已有13年了，现在规模达一

万多亩。

目前， 从外地选购辣椒运回湖南加

工、再将成品运往全国各地销售，已成为

湖南辣椒加工企业惯用的运作模式。

湖南本地辣椒水分含量太高

把外地辣椒运到我省进行加工生产，

制成辣制品后再销往全国各地。其中增加

的运输、仓储成本可想而知。那么我省企

业为何舍近求远，偏爱外地辣椒呢？

“这主要是因为湖南本地辣椒不适合

用于加工剁辣椒、辣椒酱。”省农科院蔬菜

研究所副所长郑明福分析说。湖南气候高

温高湿， 导致本地新鲜辣椒水分含量高，

不但容易出现病虫害，其加工出的剁辣椒

和辣椒酱保存周期也相对较短。

曾任国家辣椒新品种技术研究推广

中心主任的湖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博导

邹学校也公开表示，比较起来，湖南的自

然条件并不是很利于辣椒生产，全国的辣

椒产区主要在河北、河南、陕西、甘肃等

地。

大规模辣椒基地少、企业采购困难

本地辣椒水分含量高，可以靠推迟采

摘时间来解决。真正让辣椒加工企业为难

的是，在省内大规模采购辣椒远比在省外

采购困难。

兰燊介绍，我省辣椒产量低，辣椒种

植户也很零散，很难实行大批量采购。

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辣椒研究室研

究员张竹青表示，我省较大的辣椒种植基

地仅有3万亩，亩产量最高3000公斤，而河

北、河南等地，几十万亩都不算大，亩产量

上万斤。除去流通成本外，外省在价格上

更具优势。

为减少运输等流通成本，如今不少湖

南企业选择在当地就近加工、 就地销售，

如：全国著名的辣椒产地宝鸡，当地一个

镇就出现了40多个辣椒大户，专为湖南人

收购辣椒进行半成品加工。

此外，企业和本地农户间很难建立定

向采购关系。 由于我省辣椒食用量大，一

旦辣椒的市场价高于农户与企业的协议

价， 农户往往选择把辣椒卖给经销户，这

样，加工企业就很被动。

鲜辣椒加工是我省辣椒产业突破口

对于现状，张竹青并不灰心。她自信

地说：“栽培不是我们的强项，但我省辣椒

深加工潜力巨大”。

丘陵地形使得本地辣椒很难进行大

规模基地种植， 但湖南本地辣椒独具特

色，是北方辣椒产业所不具备的优势。

在发展本地特色辣椒产业方面，辣妹

子集团做了榜样。2009年，“辣妹子” 在湖

南益阳沅江建立了一个绿色食品认证基

地，约1000亩，每年6~9月种植由湖南农科

院提供的博辣6号椒。

据了解，我省辣椒研究专家已在加工

企业中推行新的加工方法：90%－95％的

原料依然选用北方辣椒， 但要增加5%－

10％的湖南的特辣、 特香型辣椒用于调

辣、调香。张竹青表示，这将积极推进湖南

特色辣椒种植业。

本地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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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剁椒鱼头”为何少有湖南椒味

千余加工湘企原料九成来自外地，但湖南鲜椒加工产业前途无量

除了吃辣椒，湖南人还传播辣椒文化，推销湘菜。而“剁椒鱼头”红遍大江南北，靠的就是小瓶瓶里的剁辣椒。据了解，我省辣椒加工企

业有1000多家，但多使用外地辣椒做原料。这与本地辣椒水分含量高，保存周期短有关，更与我省缺乏大规模辣椒种植基地密不可分。

不过，湖南本地辣椒以“辣、甜、香、鲜”而著称，这是北方辣椒所不具备的优势。我省“鲜辣椒”加工在全国独具特色，这也成为我省辣

椒产业发力的突破口。 ■记者 未晓芳 实习生 杨迪

辣椒作为调味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几十年成为了全世界消费量最大的果蔬之

一，其贸易量超过了咖啡与茶叶。 新华社 图

本报《救人英雄跪对妻子：我对不起你》

报道辰溪县英雄申松华因见义勇为导致贫

病交加的困境后（详见本报3月30日A04

版），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省政法委见义

勇为基金理事会副秘书长唐世军致电本报，

表达了对英雄申松华及其家属的关切；多家

爱心企业纷纷为英雄子女提供就业岗位。

记者把这些好消息告诉了申松华夫妇，

夫妻俩高兴之余，感动不已。

副秘书长称赞米华萍了不起

30日下午5时许， 省政法委见义勇为基

金理事会副秘书长唐世军在电话中说：“我

认真读了贵报的报道，很感人。”他称赞米华

萍“在丈夫残疾、家庭贫困的多年时光里，始

终对丈夫不离不弃，她很不容易，也很了不

起。”

唐世军告诉记者：“感谢贵报对见义勇

为英雄的关注。对申松华的情况，省政法委

和辰溪县委、县政法委一直很重视。我连续3

年慰问过申松华，去年过年前我还去过他家

里， 给他送去了3000元见义勇为慰问金。”

唐世军表示下周还会去辰溪慰问申松华，并

将与辰溪县县委领导协商，加大力度改变英

雄的困境。 他请记者与申松华取得联系，让

他从外地尽快赶回辰溪家乡。

英雄妻子感动得落泪

本报对英雄申松华的报道发表后，读者

纷纷拨打本报热线表达了对英雄的关注，其

中有多家爱心企业愿为申松华的一双儿女

提供就业岗位。

30日晚上8时许， 记者拨通了申松华的

手机，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米华萍。当她听

完记者传来的好消息后，感动得在电话那头

哭泣起来：“我太高兴了！感谢贵报及唐秘书

长对我全家的关心，更感谢社会各界人士和

爱心企业的关注！”

当晚，记者还电话采访了辰溪县综治办

主任张德欢。张德欢表示，政府部门对申松

华的照顾政策正在落实当中，还需要一个过

程。“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开翰同志很重

视申松华的事情，30日下午， 谢书记与县劳

动局、综治办等部门领导专门研究了对他的

政策落实，相信申松华的困境很快能得到改

善。” ■记者 黄海文

《救人英雄跪对妻子：我对不起你》后续

企业争相为英雄子女提供工作

英雄妻子感动得在电话里哭起来

长沙读者李女士说：“我可以帮助申松华的子女就业。让他们姐弟来哈尔

滨乐泰药业长沙办事处，第一个月月薪为1600元，第二个月开始帮其购买保

险，工资加提成后月薪在2600元以上。”

长沙读者许先生说：“我是雅歌公益基金会的职工，公司经理打电话委托

说，希望申松华的女儿申丽霞到我们公司工作。”

读者刘女士说：“我是益阳未来之星教育中心，想请申松华的女儿申丽霞

到我们这里工作。”

读者方先生说：“我是江南美景装饰公司的， 想请申丽霞到我们公司上

班。”

读者粟先生说：“我是长沙市江麓中等职业学校的，想请申丽霞两姐弟到

我们学校面试，如果双方都满意，第一个月工资1500元，做得好以后再加。”

读者李先生说：“看了这篇报道很感人，申松华的儿子毕业于湖南师范大

学资源管理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我们湖南永通汽车公司现在处在快速发展

的阶段，需要引进这方面的人才，希望记者跟我们董事长说说，他比较通情达

理，应该会接受这个年轻人。”

读者何先生说：“郴州移动公司有个前台收银的工作，请记者问问申丽霞

愿意来郴州工作不？”

他们都向英雄子女发出邀请

读者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