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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罗玉莹

4 月 11 日 17 时
30分，距市一中门口
不到一百米处，一商
铺老板胡海菊像往
常一样，麻利地将刚
出炉的土家酱香饼
切块、称重、装袋。
不少学生前来购买，
生意甚是火爆。

返邵做土家酱
香饼生意

邵阳县长阳铺
镇人胡海菊原在深
圳一玩具厂务工，而
她的儿子在邵阳市
区读书。2011 年下
半年，她儿子已上初
三，面临中考。为了
方便照顾儿子，胡海
菊决定辞工返邵。

“我以前就做过
吃方面的小生意，现
在 何 不‘ 重 操 旧
业’？”回邵后，胡海
菊想到。考虑到儿
子在市六中读书，不
久后有望考入市一、
二中，她便到邵水西
路临近市一、二中附
近考察门店。胡海
菊发现，学校附近多
是卖吃的小商铺，生
意不错，糊口完全没
问题。她便定下心

来，租下了现在这家小店。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胡海菊将目光

投向土家酱香饼。土家酱香饼与千层饼外
貌相似，是土家族的一种特色小吃。此饼
辣而不辛，咸香松脆。考虑到当时店铺周
围并无类似的小吃，且土家酱香饼投资小，
回报快，需求量大，胡海菊便决定卖土家酱
香饼。

前往深圳免费帮工兼学艺
将面粉揉成团、发酵、压成饼，洒上酥

油，撒上葱、辣椒等调料，放入烤饼炉内，烤
个五分钟，一块酱香饼就做成了。“饼的做
法很简单，关键的是酱料。”胡海菊介绍。
正宗的土家酱香饼酱汁一共由30余种不
同的调料配制而成，在制作酱料的过程中
份量、时间先后都极为讲究。当时，为了学
好如何制作土家酱香饼，胡海菊去了深圳
拜师学艺。

胡海菊先是选定一家土家酱香饼生意
火爆的商店，告知来意，虚心求教。店老板
留下了她，一边教她做饼，一边让她在店内
免费帮工。一个月后，胡海菊学成归来。
不久，她的土家酱香饼店正式开业。

酱香饼店积累人气受追捧
配好酱汁后，酱香饼的做法很是简

单。每天16时左右，胡海菊开始做饼，一
个半小时后，学生们放学，纷纷涌出校园，
很多学生便寻着香味前来买饼。根据顾客
的需要，胡海菊用刀将一大块饼切成扇形
小块，一公斤10元左右。销售时使用镀膜
牛皮纸袋包装，干净卫生。“一天能卖几十
张饼。特别是现在天气还不热，买饼的人
也多。”胡海菊说，由于店开在学校附近，顾
客主要是学生，每天都有很多学生前来卖
饼，目前收益也还不错。

“以前上班的时候就是按部就班，什么
也不用多想。现在来做生意了，日子自由
很多，但是周围都是卖吃的，竞争压力大
了，两者各有各的好处。”胡海菊表示，现在
儿子考上了大学，自己这家店也做了近 5
年，平日里日子还算悠闲，自己晚上还能和
朋友们一起在邵水河畔散步，感觉很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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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贻贵

4月9日中午，隆回县岩口镇九龙山
脚下，一群在野外放养的黑色小野香猪或
悠闲自在地嬉戏、拱泥巴，或津津有味地
进食。不远处一栋陈旧的圈舍里，工作人
员正忙着给野香猪添加草料。这里就是
80后小伙杨国报和他一手构建的“野香猪
王国”——在3000多平方米的圈舍里，生
长着100多头种猪，存栏1000多头仔猪。

杨国报今年 34 岁，岩口镇杨家村
人。由于从小家庭困难，没有固定的收入
来源，每年的学费都交不上。上初三那
年，因无法凑齐学费，他只好辍学了。辍
学后，杨国报前往广东中山闯荡。因为年
龄小个头矮，他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只能靠捡废品卖钱为生。由于没钱租房，
他就在山上搭建了一所茅草房。几年后，
生意渐渐有了起色，积攒了一些积蓄，他
便自己开了一家废品回收公司。之后，他
转行做起了五金生意，后来又在广州开了
家回收油漆铁罐的公司。

一次聊天时，受朋友的启发，杨国报
决定走绿色生猪的养殖之路。2009年，
杨国报在老家流转了400亩山地，一边经
营广州的公司，一边从事生猪养殖。

怎么会想到养殖野香猪？杨国报说，
传统家猪特色不够明显，而普通香猪的市
场也基本被瓜分，他想通过杂交的方式，
培育和研发新的香猪品种。得知国内知
名的香猪品种有贵州的从江香猪和广西
的巴马香猪后，他立即奔赴从江引进了50
头母猪，并从广西巴马引进了10头公猪，
想看下这两个优质品种的香猪，杂交出来
的后代品质如何。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大
老远买来的60头种猪，养了几天就陆续死
亡了。种猪怎么就离奇死亡了呢？这让
杨国报百思不得其解。他决定再次前往
从江一探究竟。一番“暗访”过后，他发现
对方卖给他的猪有问题，引种之后很难养
活。弄清原因后，他再次购买了200头从
江母香猪，并从巴马引进了5头公猪。

总结经验教训后，杨国报对杂交香
猪信心满满。之后，经过杂交，他养的

种猪不久后诞下了新的猪种。但让他
和专家没想到的是，杂交出来的新品种
香猪不但肉带腥味，而且口味也不好。
因为防疫不当，这 200 头种猪全部染
病。后来，他对这些猪进行了无害化处
理。经历两次失败后，杨国报发现，从
江、巴马这两个香猪品种杂交出来的后
代品质不行。于是，他远赴大兴安岭，
从那里购进几只纯正的野猪，还从西藏
买回几头藏香猪。

历经两年的杂交选育实验后，他从
诸多品种中挑选出一个最佳猪种，取名

“九龙山”野香猪。这种香猪体毛全黑，
耳朵较小，四肢细短，一只成年猪饲养
周期为一年，体重只有四五十公斤。杨
国报说，这个猪种的肉脂肪含量相当
低，放在锅里都炸不出什么油来，而且
皮是脆的，没有腥味，肉也很筋道。“品
种问题解决了，后续的饲养也很关键。”
杨国报说，藏香猪之所以受青睐，就在
于藏民是纯天然放养，让香猪自由觅食
生长。为此，他也效仿这种养殖模式，
全天候放养野香猪，让猪在山林间以青
草、玉米、土豆、红薯藤等绿色野生植物

为主，喝山泉水。
2013年，为了打开销路，杨国报拉

了30只野香猪到广州、中山等地，请朋
友试吃。“一个开酒店的朋友试吃后跟
我说，他有三十年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
猪肉了。”经过这一推广，广州、中山好
几家高档酒店预定了他的九龙山野香
猪。“除了销往广州、中山之外，九龙山
野香猪在我们本地也卖得不错，不少人
慕名前来购买。”

杨国报说，下一步，他将积极开拓
市场，将九龙山野香猪打造成为大众心
目中的猪肉精品，让更多人享受到这一
健康独特的美食。目前，他有了新的规
划：以养殖九龙山野香猪、发展生态农
庄为基点，把他的九龙山生态农业园打
造成一个集拓展训练、休闲娱乐、民俗
展示、生态农业于一体的基地。

80后小伙打造“野香猪王国”

记者 肖 燕 通讯员 庞悦钢

本报讯 4 月 10 日，邮储银行隆
回县支行透露，目前，该行正在开展以

“十年同行·相伴成长”为主题的征文
活动。

此次征文活动以一位邮储员工
的视角，书写其个人在该行工作以来
的体会和感受，或写该行发展过程中
涌现的先进人物及事迹，写该行发展
关键节点的故事，以及该行创立和变
迁的历程和故事等，以展现该行成立
以来改革发展成果和企业文化建设
的成果。

十年同行
相伴成长

邮储银行隆回支行开展
主题征文活动

湖南兴德缝制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正在车间调试缝纫机。该公司位于邵东县生
态产业园，从事工业缝纫机软硬件技术开发及缝纫机、缝纫机配件的生产、销售与
维修。该公司现拥有专利21项，并注册自己的品牌“兴德”，于2015年11月底在湘
交所上市。 杨敏华 杨 秀 摄影报道

九龙山生态农业园的员工正在给野香猪投喂青草。 杨敏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