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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永定社区
特点：首个无油烟夜市，高桥区域最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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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本地葡萄熟了， 想起
那一口咬下的甘甜清冽， 许多
长沙市民就忍不住心驰神往。
市民刘女士也不例外。8月8日，
适逢周末， 刘女士携全家出动
了。“每年这个时候， 我们全家
都会一起到这里游玩， 本地葡
萄味道跟外地的不一样， 虽然
要开车二十来公里，但也值。”

南托街道的兴农果园，因
其区位优势， 吸引了不少市民
前往。“趁着周末带孩子过来采
摘， 主要还是让孩子体验。”家
住大椿桥的市民钟女士说，“沿

湘江路一路开车，30多分钟就
到了，非常方便。”记者看到，多
数市民带着小孩，行走于葡萄架
下，萌娃们提着小篮子，在家长的
帮助下剪下一串串成熟葡萄。

位于国道旁的宁乡市三赢
农庄，近来也是人气满满。市民
刘女士是老客户了， 每年都会
过来，“红宝石、金手指，果味浓
郁！”与她同行的钱女士对基地
的葡萄也是如数家珍， 还热心
地向记者传授吃葡萄攻略，“扯
掉一点葡萄皮，手指轻轻一捏，
葡萄肉就露出来了。”

长沙市场看高桥，高桥夜场看
七街。 想远离游客做个纯粹的食
客，一定要去永定美食七街。（扫报
眉二维码看新闻视频）

永定社区街口，一道写着“特
色美食七街”的立柱招牌在夜色中
发亮，走进去，道路两旁一整排巨
大的霓虹灯招牌闪个不停， 可算
是长沙夜市中最夸张最高调的迎
客方式了。

街道宽阔而整洁，晚风中只有
清爽没有油烟，就算只是随便走走
都非常舒服。开车前来也不用为停
车位烦扰，每一家排档外可就地停
车，下车直接开吃，十分随性。

第一次看到“美食七街”几个
字，不禁让人奇怪，整个夜市0.24
平方公里，哪来的七条街?

原来，“七”取自湖南方言“吃”
的谐音，“七街”就是“吃街”，湖南
人听到这个音， 便能会心一笑。如
今，美食七街已经成为长沙美食文
化观光街区。 面积不大却有近70
家有名有姓的夜宵店，基本上没有
小摊，整齐规范又名目齐全，堪称
长沙夜宵大本营。

“皮皮烧烤”和“朝阳烧烤”是
最火的两家大排档， 深夜的露天
座位上， 白天工作的沉闷释放出
酒后的欢笑，小龙虾、海鲜和各色

湘菜陆续端出，酱汤与紫苏包裹下
的口味虾色泽诱人；城北夜宵名店
“体委烧烤城”也在这里有一家，吱
吱冒油的肥肉搭配外焦里嫩的瘦
肉，一串恰到好处的五花肉就能让
人停不了嘴，老板，再来一串；菜吃
够了，可以从隔壁“刘百味”米粉店
端一碗牛肉酸菜面，会吃的人要点
带汛干；对了，如果感觉油腻，还可
以来一锅清淡的潮汕砂锅粥，慰藉
翻腾的肠胃……

在美食七街，“吃”是唯一的主
题。夜市门面一家接一家规整地排
列着， 巨大的招牌豪放而热情，格
外亮眼。每家店的厨房都经过了严
格要求和处理，隔绝了油烟。在这
里，除了食物的飘香，闻不到刺鼻
的油烟。如此“清新”的夜市，是不
是打破了你的固有印象？

美食七街做到的，不仅仅是
能让人大快朵颐。良好的环境和

秩序背后是不断整改的努力。据
介绍，2005年， 失地农民在这里
自发形成夜市一条街，彼时还只
有三五家门店。到2015年，永定
美食七街协会成立， 商户自治、
约法三章、相互监督，创造了健
康而独特的经营氛围。2016年，
在夜市无烟示范街创建政治行
动开展中，美食七街用无烟环保
烧烤车取代了直排烧烤摊，解决
了油烟污染和扰民的问题，街区
获评长沙市首条无烟示范街，也
形成了今天的鲜明特色。

如今，美食七街拥有协会会员
门店55家，定点摊位38个，从业人
员数千人， 是高桥区域最活跃、最
繁华、最有特色的地带之一，或许，
也是长沙夜市中，对“吃”最讲究也
最纯粹的地方了。
■通讯员田怡宁记者郭辉田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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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多亩本地葡萄熟了，为何市场少见
记者探秘：采摘经济火爆，葡萄就地“消化”

又是一年葡萄成熟时。8月9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
从长沙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经过多年发展，长沙葡萄
种植面积超过3万亩。

但不少小伙伴可能会发现，在长沙，水果店售卖的
葡萄，大多来自外省，鲜见本地货。即便按亩产2000斤
算，长沙造葡萄也称得上是大量。人说，近水楼台先得
月，可大量的本地葡萄，却很少在水果店看到，这是怎
么回事？本地葡萄去哪了？

宁乡三赢农庄葡萄园硕果累累的葡萄架下，游客们尽情采摘。 记者 李成辉 摄

本地葡萄熟了，游客结伴前往

天气炎热，葡萄加快成熟，
万一采摘不完怎么办？ 记者采
访了解到， 长沙不少葡萄基地
在满足鲜果采摘之余， 还会邀
请游客体验葡萄酒的酿制，在
增加消费者采摘过程中趣味感
的同时， 也增加了消费者的采
摘购买量。

宁乡灰汤金太阳休闲农庄
内， 市民李先生将采购计划列
入了行程单，“新鲜的葡萄，打
包带回家， 酿一壶甘甜的葡萄
美酒。”记者注意到，这家农庄
还可以体验如温泉、KTV、钓
鱼、亲子研学等项目。市民到这
里不仅仅可以采摘葡萄， 还可
以体验多种项目，拉动消费。

三赢农庄负责人陈代义是
长沙最早的农庄创业者之一，
这些年也尝到了葡萄采摘的甜

头。2007年，30出头的陈代义放
弃年薪60多万的上市公司工
作，回到长沙“务农”。经过10余
年打拼，目前，农庄育有夏黑、
韩香蜜、金手指、巨玫瑰、阳光
玫瑰、红宝石、醉金香等7个葡
萄品种，每亩产量突破了1500公
斤，“葡萄根本不愁销。”

从水果采摘一枝独秀，到
餐饮、客房、棋牌娱乐、休闲垂
钓等全面开花，近年来，三赢农
庄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2011
年首次实现盈利， 每亩产值稳
定在2万元以上，吸引了70多个
村民在基地务工。今年，农庄还
挂牌了扶贫车间，8名贫困户常
年在基地打工，通过实施“公司
+基地+农户”经营模式，实现
企业盈利、农民增收、产业增效
的“三赢”。 ■记者 李成辉

记者采访发现， 相比市场
售卖的葡萄， 现场采摘价格普
遍偏高， 但阻挡不了游客现场
采摘的热情。

浏阳市古港镇罗富根的水
果基地紧挨着浏东公路，“一到
周末，就忙不赢。”罗富根总结自
己的优势在于，交通便利，来往
车多，“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葡萄
是自然成熟以后才采摘，吃个新
鲜， 而从外地运过来的葡萄，从
树上摘下来时还没成熟，经过保
鲜处理，卖出去的周期比较久。”

长沙县华绿家庭农场负责
人表示，“不少市民喜欢这种入
园采摘的体验感， 我们农庄的
生态葡萄不打甜蜜素和膨大

剂，味道更加自然。”宁乡市大
屯营葡萄基地负责人谭冬秀用
小视频的方式告诉大家， 自己
的葡萄园不用除草剂， 基本是
人工除草，“绿色、环保。”

“长沙本地葡萄很少走市
场渠道， 在田间地头就被‘消
化’一空。”长沙市农业农村局
科教处处长夏礼明介绍， 近年
来， 长沙立足于发展现代都市
型农业，采取“农业+旅游”“农
业+休闲”等新业态，大力发展
采摘型水果产业，推广新品种、
新技术、 新模式， 以匠心育硕
果，积极引导果农“疏果、控果、
限产，优生优育”，以大果保障
品质，以口感保障市民需求。

采摘为主，本地葡萄就地“消化”

采摘提升效益，助力农户贫困户增收

永定美食七街：
长沙最清新的“纯吃”夜市

岳麓区：
三飞家庭农场葡萄基地
农趣谷天露葡萄基地
开福区：
高源红葡萄合作社
天心区：
南托兴农果园
望城区：
光明村伟发葡萄种植基地
千龙湖中瑞湘格葡萄基地
天寨鑫泉农业亲子农场
长沙县：
华绿家庭农场葡萄基地
曙光山城
紫慧农庄
宁乡市：
大成桥都鑫葡葡基地
灰汤金太阳休闲农庄
浏阳：
古港镇沔江村富根葡萄基地
澄潭江镇和家村沃田葡萄园

采摘葡萄好去处

永定美食七街是长沙夜市中对“吃”最讲究也最纯粹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