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这个以芥菜闻名并且以其为富

民产业的中部小县来说，“土坑酸菜”事

件显然是一场危机，考验的不仅是解决

问题的态度，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8
点

视 2023年3月20日 星期一 编辑：刘自艰 策划：张凤云 美编：刘念 新闻热线：01084395125 E-mail：nmrbsdbd@163.com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
关注公众号“零度往上”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自艰

华容县并不拒绝媒体的关注，在“土坑酸菜”事
件发生快一周年的时候他们甚至举办了一场新闻发
布会，来公布这一年来他们围绕着芥菜产业所做的
种种努力。

1月 6日，2023中国·华容芥菜文化节新闻发布
会暨华容县芥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在湖南长沙
举行。会上，县长周鹏详细介绍了华容芥菜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转型战、突击战、攻坚战。县委书记陶伟
军提到面对去年的舆论危机，华容县没有自暴自弃，
反而拉开了华容县芥菜产业全面整顿和提质升级的
序幕。

对于这个以芥菜闻名并且以其为富民产业的中
部小县来说，“土坑酸菜”事件显然是一场危机，考验
的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态度，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信心、回填与动态清零

期盼已久的春雨总算是在2月7日降临，如丝如
缕，持续了一周的时间。华容县的菜农们望着天空
中淅淅沥沥的降雨，藏不住脸上的笑容。他们告诉
记者，雨过天晴后，再晒上3到5天，田间芥菜就可以
收获。

一场雨水一口鲜，菜农们太需要这场雨水，准确
来说，是在田里安全越冬的芥菜需要。“进入快速生
长期的芥菜经过这场雨就能长得枝叶饱满、茎多叶
厚，腌制出来的酸菜也能卖得好价钱。”插旗镇农业
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黎安忠说。

沿着乡道行驶，小到房前屋后、大到成片土地，
随处可见即将收获的芥菜。华容被誉为“中国芥菜
之乡”，是全国最大的芥菜生产基地。

“芥菜对于华容有着特殊意义。”在华容，芥菜被
称为富民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

2018年，三封寺镇泰和村芥菜种植大户刘绍亮
成立绍亮芥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流转土地，芥菜
种植面积稳定在 400余亩。“一年仅靠卖芥菜的利润
能达 30多万元。”刘绍亮提到芥菜是一种冬季作物，
每年 9月份播种，来年 2月份收获，不会耽误水稻等
其他作物的种植。

相比其他蔬菜，芥菜的田间管理更简单，不过人
工费却要得更多。刘绍亮每年支出的工资费用大概
40万元，“每次采摘芥菜进行腌制，都需要几十个工
人。”来刘绍亮合作社干农活的都是同村留守老人，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能赚到一两万元。

像刘绍亮这样的种植大户很常见。“种植几十亩
的农户不算多，大部分在百亩以上。”华容县蔬菜行
业协会会长陈绍汉补充说。数据显示，华容芥菜常
年种植面积稳定在 20万亩左右，鲜菜年产量 100万
吨左右，每年直接销往外地 20万吨左右，腌制 80万
吨左右。线下销售点遍布全国 25个省、50多个大中
城市。芥菜已经发展成为华容县域特色产业。

从生产、加工到销售，一条完整芥菜产业链落地
生根的同时，带动了相关就业市场。在当地有这样
的说法，“华容县每4名劳动人口中，就有1人从事芥
菜相关产业，总计近14万人。”

小小芥菜，牵动万家。可以想象，“土坑酸菜”事
件对华容影响之深。作为事件里的焦点，“土坑”究
竟是什么？黎安忠解释到，土窖腌制是传统芥菜加
工技术，具体做法就是在田间选择一处地方，挖下 1
到2米的深坑，铺垫薄膜，再将晒好的青芥菜，一层菜
一层盐，均匀踏实，最后用薄膜将上面封盖好，用土
填平腌制坑。

顺诚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中永指着有
薄膜覆盖的地方，“这就是土窖，等到开坑取菜后，政
府就会安排人进行回填。”如果不是刘中永的指引，
记者很难发现隐藏在田间的土窖。

“土坑酸菜”事件发生后，华容县采取了强硬的
措施：第一时间责令两家涉事企业停产整顿，并部署
开展行业大排查大整治；多名相关负责人因此被免
职、停职。

而对于土窖，经过研究，当地政府决定全面叫停
土窖腌制池。去年 5月，华容县发布了《华容县酸菜

“土窖”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将专项整治现有土窖腌
制池，及时回填空置土窖，杜绝新增土窖，按照“起菜
一窖、填平一窖”原则，实现土窖三年动态清零目标。

黎安忠所在的插旗镇是华容芥菜种植面积最大
的乡镇，接近 6万亩地，这也意味着插旗镇配有足量
的土窖腌制池。“到目前为止，我们镇进行了五轮整
治，回填了4000多个土窖腌制池，占存量土窖一半以
上。”为了规范土窖回填，不造成污染，专项整治规定
一个腌制池由一名乡镇监管人员、一名市监人员、一
名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监管人员和一名村级监管人员
共同监管。

“土窖酸菜保质期较长，不能把去年刚腌制好的
酸菜直接挖走，粗暴地进行复土回填。回填行动需
要充分考虑到种植户的实际情况。”相关负责人说
道，这次持续三年的土窖整治行动并不是大起大落
的乱改，规范清零才是科学有效的做法。

华容县规划，至2024年9月底前，全面规范回填
存量土窖，同时有序推进土窖酸菜处置。2022年底
前，完成处置存量土窖酸菜 30%以上；2023年底前完
成处置存量土窖酸菜 80%以上；2024年 6月底前，完
成处置全部存量土窖酸菜。

刘中永至今还能记得“土坑酸菜”事件当晚发生
的事情，“那天晚上装满一车酸菜发往福建漳州，没
想到对方不肯收我的货。说是只要是湖南华容过去
的酸菜，他们都不敢要。”有了那晚的经历，刘中永非
常支持土窖回填行动，“现在采购商只认从标准腌制
池腌制出来的酸菜，并且还要溯源认证。”

但除了市场认可原因，刘中永支持土窖回填行动
还有另外的考量，“相比标准腌制池的用盐量和污水
集中处理，田间土窖有一个弊端，那就是留存在田间
的盐水、污水会侵蚀土壤，久而久之会造成土壤盐碱
化。为了能留给子孙后代一片好土地，就得支持。”

建池、补贴与主动权

走进三封寺镇泰和村岳阳春田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的厂房里，一个钢结构全覆盖的顶棚下面有序
分布着几十口腌制池，池内涂满黄色防腐、防水材
料。风一吹过，还能闻到材料散发出来的味道。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原本这个时间应该到菜农田里收
青芥菜，现在得等标准腌制池验收合格后才敢进行
下一步工作。“公司新建了 140 个标准腌制池，今年
是第一次投入使用，每个腌制池的容量在 80到 100
吨之间。”

与土窖回填行动同步进行的工作是标准腌制池
的建设。“从去年 5月开始，华容县各地都在挖坑建
棚，公司、新型经营主体、种植大户都参与到这场热
火朝天的建池比赛中。”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分享了
他的所见。

也是在去年 5月，华容县发布了《华容县人民政
府关于加快华容芥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计划
到 2024 年末，全面实现商品化腌制菜标准化腌制。
加大扶持力度，以加工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国有企
业为主体新建标准腌制池 30万立方米以上，切实提
高芥菜腌制品质。

同步配套下发了《华容芥菜原料标准腌制池建
设三年实施方案（2022-2024年）》，要求县域内加工
企业和国有企业原则上采用工厂化集中建设的方式
建池。其中，企业集中建池点规模不少于 5000立方
米，新型经营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建池点规模不少
于1000立方米。

春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所建的腌制池就是方案
中规定的具体规格：长 5米、宽 5米、高 4米，容量达
100立方米；顶棚采用钢筋砼结构或钢结构全覆盖且
高度不低于 5米；腌制区域内配套路宽不低于 4.5米
的循环道路、地磅设施等。

“方案对于国有企业和加工企业建池标准有着
严格的要求，对新型经营主体建设腌制池有一定程
度上的灵活性，腌制池的长和宽可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调整，深度在2.5米到4米即可。”相关负责人解释。

标准腌制池建设不仅是一剂良药，也是市场准
入的一张门票。刘绍亮在家门口修了12口标准腌制
池，加上配套设施，一共花费了 110万元左右。当问
到刘绍亮为什么会自己修建标准腌制池而不是将青
芥菜卖给公司统一腌制时，他说，“因为主动权能掌

握在自己手里。”刘绍亮所说的主动权是在市场波动
时，他能够以较好的价钱出售酸菜以及确保青芥菜
不被压低价。

在刘绍亮投入的 110 万元里，他可以获得近 40
万元的政府补贴。为了激发修建标准腌制池的积极
性，华容县对相应建设主体进行财政奖补，标准腌制
池建设按照2022年400元每立方米、2023年300元每
立方米、2024年200元每立方米的标准奖补。

华容县荣轩家庭农场负责人杨金海是个有心
人，标准腌制池未投入使用前，他在每口池子上都铺
上了防跌网，并将大门锁好。“池子这么深，安全最重
要。”杨金海是插旗镇同福村人，早些年看到家乡撂
荒地增多，加上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土地流转，外出打
工的他便在 2015 年回到家乡创业，从那时种植 200
亩地芥菜发展到今年600多亩地，杨金海的农场越做
越大。

“本来只流转了 400 多亩地，‘土坑酸菜’事件
发生后，村里将一块 240 亩的地交给我种。”杨金海
说，今年是投入使用标准腌制池的第一年，村里很
多人不太认可这种新兴事物。受到“土坑酸菜”事
件影响，明显能感受到他们动力不足。了解到这
些情况，杨金海修建了 22 口标准腌制池，一方面能
够满足自己农场使用，另一方面带头推广腌制池，
能给身边人一些信心，多余的腌制池还能租给其
他村民。

“一共花了 210万元，政府第一笔补贴已经到了
30万元，剩下的应该快了吧。”杨金海笑着说。

在与刘绍亮、杨金海聊到标准腌制池和土窖的
区别时，他们都认为标准腌制池更卫生、更环保。监
控、联网、流程可控、污水集中处理……他们反复提
及这些词语以证实情况的真实性，实际他们也不敢
百分之百确定是好还是不好。

“基本上，建造一个腌制池，自己出一半费用，剩
下的一半费用由政府来补贴。从长远看，标准腌制
池更有利于芥菜产业的良性发展，这对于企业和愿
意建池的新型经营主体和种植大户来说，都是一件
好事。”相关负责人表示。

华容县对“三年新建标准腌制池30万立方米”任
务有着详细的部署：2022 年建设 16 万立方米，2023

年建设10万立方米，2024年建设4万立方米；各建设
主体承担多少任务量、补贴多少资金也非常具体。

黎安忠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强力度地推行标准腌
制池建设，这让他回想到，2012年插旗镇就有企业自
建 200多个标准腌制池；六年后华容县投资 8000万
元，也修建了 316个标准腌制池。但是由于财政、接
受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标准腌制池推广进程缓
慢。“‘土坑酸菜’事件也许是个契机，能让政府下定
决心去推动芥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升级。”

算账、风险与博弈

华容芥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启动后，不少种植
大户和新型经营主体要面对新的市场行情，他们不得
不精打细算，来确保在这场买卖中获得较好的收益。

对黎安忠来说，他也感到了压力。“春节之后，芥
菜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前后开了好几个，今年全镇
种植两万亩地芥菜。第一年改土窖用标准腌制池，
怎么样顺利保证青芥菜出土入池是关键。”

黎安忠的第一个担心是天气，青芥菜收获期集
中在 2-3月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要完成田间作
业，如果遇到下雨会影响收获进度。“以前土窖腌制
对天气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就算是下着小雨也可以
在田间作业。现在集中到标准腌制池，必须要求晴
天，因为中间多了运输环节。”

他的第二个担心是用工用车问题，“现在一亩地
需要 4个人工，合理安排好收获时间，全镇芥菜收获
需要人工数近8万人。”黎安忠表示真到了那个时候，
工人肯定很抢手，特别是会开货车的工人。

有农户不太支持回填土窖、改用标准腌制池的
原因也是因为会造成成本的增加。“自己种、自己腌，
利润空间可能会大一些。标准腌制池建设后，多出
了用工用车成本。更有甚者，对于那些小农户，他们
只能卖青芥菜。”也就是说，会从小农户手中抢走一
部分酸菜的腌制权和销售权。

重点扶持产销能力强、产品质量好、品牌知名度
高、发展潜力大的芥菜生产龙头骨干企业，相应地就
会逐步淘汰分散的芥菜半成品小加工户，这是个两
难的局面。

种植大户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建池热潮大概就是
为了不被龙头骨干企业吞并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以前腌制好的酸菜每吨大概能卖 1000-1100
元，现在得加上建标准腌制池的成本、人工和用车的
成本。虽说品质是好了，但价格应该要上涨，溢价的
部分消费者得承担。”

“砍芥菜是每亩 100元的人工成本，还要专门用
拖拉机拉到标准腌制池，每亩要多花600元。”

“其实对于小农户是一件好事，他们按照每亩550
元出售青芥菜，实际上比自己卖腌制产品要划算，还
不用承担风险，不用投入资金建设标准腌制池。”

……
黎安忠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账方式。为了保

障菜农利益，华容县发布了青芥菜订购托底价格：
2023 年春节以前每吨 550 元、3 月 15 日前每吨 500
元。“以往的青芥菜收购价在每吨400元左右，今年每
吨提高了 100-150 元，这对种植户是一种保护。但
对那些建标准腌制池的人来说，会压缩一部分利润
空间。”

“今年是第一年，托底价格比较高。通过标准腌
制池产出的酸菜，品质会提升，市场价格也会上去，
可能到明年青芥菜的收购价要到 600元。当然要是
利润和销量不好，进入市场竞争后，托底价也会失去
意义。”黎安忠把这些博弈叫做平衡，他认为要形成
一种对多方都有利的结果。

跨界、机遇与观念转变

“我们可以把这张坏牌打成一个好牌。”攀华集
团董事长李兴华在接受采访时表态。对于大部分的
人来说，很难理解一个从事金属材料、经营对外投资
的民营企业会转身投向农产品领域，而进入这个领
域的时间又选择在“土坑酸菜”事件发生后。李兴华
说他很早就想进军酸菜行业，曾经还到重庆涪陵等
地考察，发现市场已经饱和，难以开拓。“这个时机进
入华容，感觉能大有所为。”

2022年8月，由攀华集团投资建设成立了湖南华
隆酸菜有限公司，公司落户在高新区三封工业园芥
菜产业园C区。“不到100天的时间里，华隆酸菜建成
了一座‘无人化、数字化、智能化、透明化、绿色化’的
酸菜深加工智慧工厂。”提到建厂的效率，华隆酸菜
有限公司总经理万洪州成就感十足。“华隆酸菜项目
一期计划总投资 15.6亿元，新上 3条生产线，今年 1
月已经投产。”

公司工作人员带着记者走进了他们的工厂，从
落地玻璃外可看见生产的过程：“这里是清洗区，它
不是直接冲水搅拌，是利用补充空气将叶子张开。
前面的机器在进行巴氏杀菌，更好保证食品营养和
风味不会改变。每一个都有记录，它边装箱边称重，
如果超过一定的标准重量，就报警。”

规范化、智能化，以此推动传统工艺向现代加工
技术转型、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转型是华
容芥菜产业升级的重要目标。“另一个重点是将大数
据引入华容芥菜产业监管。”相关负责人表示，建成
的大数据监管平台最终要实现一屏统揽芥菜全产
业、一网监管芥菜全主体、一码溯源芥菜全环节，从
每一个环节保证食品卫生。

“推动两个转型有一定的难度，关键要解决观念
问题。”陈绍汉指出了其中要害。华容县蔬菜行业协
会成立于 2022年 5月，这是在“土坑酸菜”事件发生
后华容县新成立的协会组织。

在此之前，制定全县蔬菜产业发展规划、实施蔬
菜产业推广、管理全县蔬菜公共品牌提升等工作由
蔬菜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从政府公开信息中了解
到，蔬菜产业发展中心被单列为政府其他工作部门，
而非隶属某个政府组成的部门，其机构职能中并未
显示是否承担监管职责。

“协会的职业角色是引导行业，加强行业自律。
工作内容主要是协调、沟通、服务、指导、调研、分析，
做政府和企业的参谋。”在过去一年里，陈绍汉有着
三个强烈的感受：政府对芥菜行业发展关心之重，改
革力度之快，全县芥菜从业者奋进态度之一致。

“‘土坑酸菜’事件发生前，我们的芥菜产业发展
基本处于一个缓慢发展状态。”陈绍汉用简单、粗放、
低廉三个词语来形容以往的生产、经营和产品。

“问题的根本还是在观念上，受到小农经济的制
约。”陈绍汉说，菜农靠着芥菜一年赚了几十万元，他
会觉得很满足。不会再主动地进行提档升级，其实
也是没有信心能做到。但“土坑酸菜”事件后，不升
级改造就做不下去，这是赶着鸭子上架。“产业升级
后，投入技术研发、原料标准化生产、龙头企业带动，
都会推动小农生产迈向小工业生产。”

2月23日，华容县举办了中国·华容芥菜文化节，
现场共有32个、总投资112.81亿元的项目集中签约，
其中包括华隆酸菜预制菜生产等6个芥菜产业项目，
总投资34亿元。分享可喜的成绩似乎在向大家宣告
着华容芥菜的浴火重生。

如今，在华容县很少能听到有人会谈论“土坑酸
菜”事件带来的影响。“像是在拳击赛场上给了拳击
手一记重拳，或是在马拉松竞赛中绊了一下选手，尽
管会在短时间倒下，但拍一拍灰尘，重整旗鼓，会走
得更稳更好。”刘绍亮边在空中比划着，边把收来的
青芥菜放在沥水架上进行晾晒。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土坑酸菜”事件一年后——

插旗镇探访

①① ②② ③③

①对酸菜进行清洗、脱盐。
②杀菌消毒。
③成品装箱。

工人将收来的青芥菜放在沥水架上进行晾晒。

工人在标准腌制池里进行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