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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特别报道

海南万里真吾海南万里真吾““香香””··年夜饭里的海南菜年夜饭里的海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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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吃辣
海南辣椒“酿”着吃

本报广西桂林2月9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林文泉）“快上车了，去镇上集市买点年夜饭的菜。”2月9
日，随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平乐县沙子镇安全村村民
林文科一声呼喊，家里的孩子迅速上车，准备出发。他的爱
人快步从厨房走出来，并嘱咐：“记得买点辣椒，过年了，要
吃辣椒酿。”

在集市停车后，林文科径直走到朋友张小白的蔬菜摊
位。“‘老表’，有没有做辣椒酿的辣椒？”“有啊，现在天气太
冷了，广西很难种出辣椒了，摊位的辣椒都是从海南运过来
的。”张小白一边帮忙打包辣椒，一边说。

回到家，林文科和家人们拿着小刀开始清理辣椒内部，便
于将馅放入内部。他们将肉剁碎，熟花生捣碎，糯米煮熟，加入
调味品后混合成为辣椒酿的馅。随后将馅放入辣椒中，烧锅起
油，将辣椒酿煎制、焖煮后，成为了可口的年夜饭佳肴。

除夕夜，万家灯火闪耀，年
夜饭如约而至。

这一天，中国人用最丰盈的
一桌好菜，表达累积了一年的情
感。而在不少国人的年夜饭桌
上，这一口海南味不可或缺——
它是皮薄肉嫩的文昌鸡，是新鲜
水灵的优质果蔬，是醇厚香甜的
椰汁……

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
海南成为全国重要的“菜篮子”
“果盘子”。一车车瓜菜从田间
地头出发，跨过琼州海峡一路向
北，它们翻越崇山峻岭，跨长江、
渡黄河，运往全国各地。

在岛外市场，这些新鲜的果
蔬是如何走俏，并进入百姓年夜
饭餐桌的？今天，本报推出“海
南万里真吾‘香’·年夜饭里的海
南菜”春节特别报道，以记者提
前探访海南瓜菜基地+回乡过年
并探寻海南菜+烹饪上桌的独特
视角，展现海南瓜菜从采摘至运
上餐桌的全流程，呈现来自“海
南味道”的诚意、暖意和情意。
这份饱含“琼”味的年夜佳肴，请
您收下！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易帆
本报记者 陈彬

冬季的海南田洋基地里，一派丰收景象。
新鲜采摘的豇豆、茄子、辣椒、哈密瓜、芒果等果
蔬在基地分拣打包后跨海北上，供应全国人民
的“菜篮子”“果盘子”。截至目前，全省已种植
瓜菜约272.6万亩，采收量约136万吨。

走进三亚崖州万亩坡田洋基地，田地里皆
是农户忙碌的身影。2月7日，农户陈国娴将新
鲜采摘的1000余斤长茄子运往三亚崖州果蔬
综合批发市场交易出售。“当天采摘的瓜菜在市
场就能找到买家，瓜菜供不应求。”陈国娴说，夫
妻俩辛勤经营6亩地的冬季瓜菜，靠着种植豇
豆、茄子等瓜菜供3个孩子上学读书，盖上楼
房，日子充实美好。

今年是瓜菜收购商李运井在海南度过的第
14个年头，“以前要在海南各个市县跑着收瓜
菜，现在在市场一站式收购，方便了不少。”李运
井感慨，交通物流、冷链仓储、集散市场等基础
设施的完善让冬季瓜菜新鲜供应市场，海南冬
季瓜菜知名度不断提升。

近段时间以来，海口新海港码头迎来冬季
瓜菜出岛高峰期，瓜菜运输车在码头有序进行
过磅称重、农残检测等流程后运往全国各地。
据了解，2月份以来海南日均出岛瓜菜车辆
2500车，日均出岛瓜菜约3.6万吨。

近年来，海南加快打造冬季瓜菜全产业
链。在田头加快新型经营主体培育，提高经营
组织化程度。在市场端，指导农民根据市场需
求合理安排品种结构、上市期，避免盲目跟风种
植。同时发挥海南的地域优势，做好“早”“新”

“绿色安全”文章。海南还通过冬交会等平台，
推动热带果蔬积极融入港珠澳等地高端市场。

在“菜篮子”产品监管方面，提高农民识假
维权能力，强化科学使用农资意识，净化生产环
境。通过豇豆“防虫网+绿色防控技术”“万家
拉网”行动，加大对瓜菜田头收购点、批发市场、
农贸市场等场所的检测力度，检测不合格不允
许上市。加大产品检测力度，严格落实出岛瓜
菜车辆实行持“双证”（农药残留检测报告单、承
诺达标合格证）出岛，把好瓜菜出岛的最后一道
关卡。

（本报海口2月9日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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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已经有上百万吨瓜菜从海南的农田被拔起、被摘下，被装上货车，向着远方，飞驰。
海南的无数农田，化作无数的点，一台台货车从这里启程，连成无数条线，汇聚在海口新海港。
穿越琼州海峡的这条线，重新分为无数条，向着远方的家，飞驰。
在那里，总有一桌年夜饭在等着，它们将在这个团圆的夜晚，绽放属于海南的香气。

第一章：祝福

腊月二十八，爱人的放假时间终于确定，舟山港的
船归港了，卢相安也要回家了。

一天时间，汪涛运载的30多吨三亚芒果，在江西南
昌的一家瓜菜批发市场被全部售出。

腊月二十九，没能接到运往景德镇的货物，宁愿空
车，汪涛也要回家。他盼着见到家人，也盼着打开那箱
芒果，看着家人的笑脸。

爱人再一次拨通了汪涛的电话，响起了欢快的彩铃
《春风十里报新年》。

“春风吹十里/莺啼报新年/爆竹声声起/好运又一年
……”

当屋外彩灯闪耀，张银翔的拿手好菜上桌了，一道

白灼对虾，让家人们鼓起掌。
“饭后还有海南的水果。”张银翔说完，掌声更热烈

了。
年夜饭里的海南菜，是不远万里，送来的真情。
此时的西班牙巴塞罗那，正是中午时分，韩烨终于

买到产自海南的水果。准备年夜饭的间隙，她与母亲张
银翔进行视频通话。

小小的手机屏幕，装着一大家子，屏幕两端，都是笑容。
身隔重洋，心在一起。
那远方的家，是团圆的滋味。
团圆里，海南万里真吾“香”。

（本报海口2月9日讯）

凌晨2时。
海口永庄村的一条泥泞小路，陆春平骑着一台破旧的

三轮摩托车，载着500多斤蔬菜，摇摇晃晃驶过。
“啪！”颠簸中，一大把白菜从车斗里甩了出来，砸在

地上。陆春平稍微转过头，似乎没有在意，仍然向着前
方驶去。

凌晨3时。
黄定南来到海口椰海大道的一家瓜菜批发市场。

把三轮摩托车停好，斜坐在车斗边上，一旁的摊主和他
打起招呼。

“老黄，今年回广西老家过年吗？”
黄定南哈哈一笑：“不回了，用不着年年回去。”
微风吹拂，凌晨4时。
汪涛驾驶13米长的半挂车从三亚抵达海口，停靠在

椰海大道西段。
摇下车窗，凉爽的晚风涌入驾驶室。汪涛点上一根

烟，舒服地靠在座位上，听着音乐，玩着手机。
凌晨5时。
陆春平终于卖完了所有的蔬菜，回家的路上，到处

都能看到散落的菜叶。
陆春平看见了自己掉落的那一把白菜，大概十来

斤，按照目前的收购价，能卖几十块钱，是一家人一天的
伙食费。

把它们捡起来，洗去污泥，摘下烂叶，也许可以塞进
下一批蔬菜中，悄悄卖出去。但是陆春平不愿这么做，
那些卖出去的菜，都是去往远方的心意。

清晨6时。

黄定南到家了。坐在铁皮搭成的简易小屋里，看着
屋外的菜地，他想起老家的大哥。

事实上，黄定南已经4年没回老家过年了。他害怕
下一次回去时，大哥比记忆中老去太多，更害怕所谓的

“下一次回家”，不知是何时。眼前的菜地，是他最大的
慰藉。

清晨7时。
汪涛还堵在椰海大道西段。手机已经玩腻了，嗓子

干涩，他透过挡风玻璃使劲往前看，疲惫的双眼只能看
到数不清的车尾灯。

汪涛不确定，大年三十之前能不能回到江西景德镇
的老家，他只希望大年初二之前一定要到达。“女儿要回
娘家了。”

时针转过一圈，这一圈里，一切又在重复进行。拥
挤的车流终于动起来了，在又一次晨光照耀时，汪涛终
于登上出岛的客滚船。

走出货车停车区之前，汪涛再看一眼这里。满眼
都是盖着篷布的货车，里面装着的，大都和汪涛所运
载的一样，是从海南送出去的冬季瓜菜。

它们要去哪里？汪涛不清楚，就像常年奔波的自
己，至少在这一刻，大家相遇在这里，有着同一个愿望
——过海，送达。

当汽笛声响起，客滚船驶离港口。很多旅客聚在甲
板上，有人拿着手机，外放着歌曲《祝福》。

“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冷和热，点点滴
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
春夏秋冬……”

“什么时候能到家？”
“大年三十之前吧。”
“好，慢点开车，路上注意安全。”
挂断爱人打来的电话，谭现坤载着18吨产自海南三

亚的豇豆，向着安徽合肥奔驰。
谭现坤的老家在安徽亳州，这一次离家，开着新买

的货车，在外东奔西跑，已经好几个星期。
穿越赣州路段，驶入服务区，谭现坤下车买了一份

快餐。店里挤满了货车司机，彼此只是看一眼，匆匆拎
着快餐离开，爬上各自的车辆。

那些天南海北的车牌，挂在一辆辆货车的尾部。有
几辆似乎在海南见过，透过篷布的缝隙，谭现坤隐约能
看见里面装着的冬季瓜菜。

一路上，这样的货车，谭现坤见得实在太多了。
此时，汪涛刚刚接到一笔海南三亚的货单。30多吨

的芒果，装在50多万元的半挂车上，交给近20年货车驾
龄的汪涛，目的地是江西南昌。

每个月要还17000多元的贷款，汪涛没有余钱再请
一位司机，只能一个人驾车。

收购商嘱咐他，这些都是刚摘的青芒果。“路上要记
得经常把篷布掀开，给芒果通风，别捂坏了。”汪涛赶紧
点头。

从三亚到海口，阳光灿烂，汪涛找了一处服务区，把
篷布掀开。一股芒果的香气扑面而来，几乎让他醉倒。

驾驶室的角落，放着一箱芒果，这是汪涛在三亚买
的。他打算把这箱芒果与家人分享，最漂亮的那几颗，
他要留给小外孙。

驶出大广高速，谭现坤离合肥更近了。货车飞驰，
车钥匙的挂件叮咚作响，上面挂着自家小区的门禁卡。

2022年，谭现坤攒够了钱，在亳州市区买了一套房
子，一家人实现了当初的梦想。

新的梦想仍在出现。把瓜菜准时送达、让家人过上
更好的生活、看着孩子健康成长……车轮不停转，追梦
人在路上。

腊月二十六，卢相安和爱人正在家里吃饭，母亲打
来电话，问他年夜饭想吃什么。

“可能不回了，你儿媳妇还没放假呢。”挂了电话，卢相
安有些难过，远处的舟山港，已经有不少船舶回港停靠。

在浙江舟山从事船舶电焊工作已经快20年，每艘
巨轮下海，卢相安都在想象它们要去哪里。想着想
着，总会不自觉想到自己的家乡，河南商丘。

“老家的年夜饭，一定有几道炖菜，炖着海南的冬瓜
和豇豆。”卢相安想家，也想念从远方送来的家的香气。

除夕前几天，张银翔一点一点把年货备齐。她要为
年夜饭购置食材，清单的头几项，是产自海南的白对虾
和芒果。

十多年前的春节，住在山西太原的张银翔，听说海
鲜市场进了一批新鲜的海南活虾。她拉上女儿韩烨，赶
去市场，买了3斤虾。

清水白灼，配上蘸料，海南白对虾第一次登上这家
人的餐桌。从此之后，它成了张银翔一家年夜饭的固定

菜品。
今年的采购很顺利，可惜女儿已经出国，这道白灼

对虾，张银翔第一次没法与她分享。
街上的商铺，循环播放节庆歌曲，其中一家商铺，播放

着《又见炊烟》。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罩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

哪里……”
又是一天一夜的飞驰，谭现坤终于抵达目的地——

安徽合肥一家瓜菜批发市场。货主早已在这里等候，车子
停好，篷布掀开，直接在车斗上进行销售。

前来采购的大多是省内批发商，一轮又一轮讨价还
价之后，一箱又一箱豇豆被搬下来，装上旁边的货车。

仅仅两天时间，18吨豇豆被销售一空。腊月二十
七，谭现坤终于可以回家了。

家人叮嘱谭现坤，别买什么年货，物流很方便，哪里
的菜都能买到。谭现坤连连答应，在亳州也能买到海南
的瓜菜，“说不定就是我送的。”

第四章：春风十里报新年

从远方，到远方，从农
田，到心田。

春节前夕，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全媒体记者历时4天
3夜、行程数千公里，以一场
跨越山海的奔赴，在万家灯
火团圆时，会端上一桌什么
好“菜”？

扫码看视频
《海南万里真吾“香”》

海南日报新媒体推出视频
《海南万里真吾“香”》

第二章：追梦人

第三章：又见炊烟

年货新宠
海南水果倍儿甜

本报天津2月9日电（记者马珂）“好嘛，倍儿甜！”2月9日18时，天
津市民冯维家的年夜饭早早摆上了桌，今年她家的年夜饭多了一道不同
以往的菜——来自海南的热带水果拼盘。

“要不要给你们邮寄点海南的水果？”节前，作为天津人的海南日报
记者给朋友冯维打去电话。不料，对方果断拒绝称：“嘛也不用寄，海南
那里的好东西，咱这都能买得到！”

“看见了吗，这是我们家附近菜市场，你看看这水果摊上，海南水果
占了半壁江山。”为了打消记者疑惑，冯维专门到菜市场拍了照片证明海
南水果的丰富：芒果、西瓜、芭蕉、菠萝蜜、圣女果、火龙果……

冯维告诉记者，节前由于工作繁忙，采购年货有点晚，结果家门口的几个
小市场海南水果都卖完了。为了这一口“甜”，冯维专门跑到附近的大市场。

“老板说海南水果很受欢迎，以前咱天津过年水果多是苹果、桔子、
梨，现在海南水果让大家有了更多选择。”冯维说，今年她特意要在年夜
饭里加一道海南水果拼成的水果沙拉。

绿色身份
海南豇豆放心吃

本报安徽淮南2月9日电（记者刘冀冀）“一早就销
售一空，每天上架就被抢光！”2月9日上午10时，安徽省
淮南市田家庵区的一家永辉超市里熙熙攘攘。在蔬菜区，
豇豆货架已空空如也，这种产自海南三亚的新鲜豇豆成为
市民争相抢购的蔬菜。

记者注意到，每一捆豇豆都带有一个身份标贴，不仅
清晰地印上了“海南豇豆”标签，还有一个溯源二维码，豇
豆的“绿色身份”一扫便知。

拎着一捆豇豆，市民李阿姨站在收银台准备付款，她
说，海南豇豆鲜嫩脆甜，全家人都很爱吃。“今天再买一把
豇豆，年夜饭打算做一道豇豆炒咸肉。”

永辉超市生鲜部经理职建平介绍，海南豇豆品质高、
价格适中，填补了冬天本地蔬菜生产空白，“每天约出售
30公斤，是市民比较爱吃的蔬菜之一。”

大快朵颐
文昌鸡成压轴菜
本报广东清远2月9日电（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易帆）“硬菜来咯！今年年
夜饭主角就是文昌鸡。”2月9日，农历大年
三十，广东省清远市市民刘伟建家的年夜饭

“压轴”硬菜是一道盐焗文昌鸡。饭桌上，家
人们大快朵颐，咸鲜嫩滑的文昌鸡给春节增
添了舌尖美味。

刘伟建是湖南人，大学毕业后来到广东
工作，一次在单位食堂吃到白斩文昌鸡后便
爱上了这道美食。“鲜嫩的鸡肉搭配小金桔、
酱油和小米辣，白切文昌鸡这种新鲜的美味
让人回味无穷。”刘伟建说，在工作闲暇之
余，他和爱人都会在家学着烹饪文昌鸡，复
刻其中的美妙滋味。

软糯香甜
海南南瓜好滋味

本报山东济宁2月9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
者王子遥）“这南瓜看着就结实饱满，一定好吃！”2月9
日，山东省济宁市市民姚方霞推着手推车在一家超市内
精心挑选食材，准备为家人做一桌美味的年夜饭。在众
多菜品中，她一眼就相中了产自海口秀英区的南瓜。

撒一点同样产自海南的小米辣，搭配蒜末用热油炝
锅；南瓜洗净，去皮去瓤后切片下锅，加入佐料再搭配青
红椒作为点缀，一份家常又可口的炒南瓜便热气腾腾出
锅了。细看姚方霞一家的年夜饭，充满了浓浓的海南
味：除了小米辣、南瓜，就连咕咾肉里的菠萝也产自海
南。

“海南南瓜软糯香甜，能在北方随时买到来自海南的
食材，说明物流更高效畅通了，我们的日子更富足了。”推
杯换盏之间，姚方霞一家连连夸赞海南好味。

天津 安徽淮南 广东清远 山东济宁 广西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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