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挖藕之前，赵道凯对家乡的莲藕知
之甚少。多年前他还在广州打工，看到超
市里的藕又粗又圆，工友告诉他这些莲藕
都是湖北产的。他很疑惑，吃起来很脆，并
不像小时候家里挖的野藕香糯。

前几年，赵道凯回到老家照顾生病的
妻子，开始挖藕挣钱，才意识到在广州看到
的藕并不是洪湖的莲藕。洪湖莲藕熬汤，
熬出来是粉色，吃起来软糯入口即化，藕汤
也带着香甜味道。

对于湖北人来说，莲浑身上下都是宝
贝，当地有句俗语：“春吃藕簪夏吃莲，秋冬
煨藕到过年。”一年四季都能满足湖北人的
口腹之欲，是享受不完的自然馈赠。

湖北省青年艺术家葛宇路就说，莲从
嫩芽状态的时候吃藕带，酸辣炒、泡椒腌，
脆爽入味；排骨藕汤是湖北招牌；藕切薄
片夹肉裹上鸡蛋面粉油炸藕夹，美味无
比；嫩莲子脆爽鲜甜，老莲子米搭配银耳

熬粥大补。
在湖北，许多人家每月都要煨一两次

排骨藕汤。
来自洪湖市万全镇的邱珍兵之前也

常年在外工作，在温州一家国企做保安队
长。馋的时候就从市场上买来粉藕煨
汤。对他来说这很简单，已经刻入他的基
因里：“选肉厚的猪胸骨切块儿放入砂锅，
烧开后小火煨一小时，将新鲜的藕刮皮洗
净，切块儿入汤。先猛火，滚开后小火煨
半小时即成。”每次喝藕汤他总想起老家
的父母。

为了照顾父母，邱珍兵回到老家。他
看了一圈儿工作，他们这个年纪拿到的薪
资都很低了，最后决定挖藕。“儿子在洪湖
市区的婚房，就是靠挖藕一点点挣出来
的。”邱珍兵说。

他先给一个有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当
徒弟，一开始学挖泥藕，只有一把铁锹纯卖

力气。
每年九十月份的湖北天气依然炎热，

此时挖藕必须在太阳升起前的凌晨开始。
工人4点钟就开始工作。湖里的水已经被
抽干，邱珍兵穿好到胸部的橡胶裤下湖。
刚开始他在淤泥里抬不起腿，光走路就要
花很大力气。

一年后，邱珍兵才掌握了怎么找莲藕，
那些又细又韧的荷梗下方就是莲藕的头，
尾部通常有两根相邻的荷梗。老师傅将表
面淤泥挖去，大概挖一尺深便放下铁锹，开
始徒手轻轻将表面的淤泥刮去，慢慢露出
莲藕的形状。就这样一直用手将莲藕两边
的淤泥不停地扒去，直到整个莲藕都露在
外面，用铁锹铲去尾部，再将整条莲藕小心
地拖出来。

这个技术活儿可为难了邱珍兵，一开
始他要么找不到莲藕的位置，要么用力太
大直接铲到莲藕。莲藕断了淤泥就会灌进

去，也就不值钱了。
“刚开始挖藕有力气不知道怎么使，

又气又急又累，浑身刺挠。”邱珍兵回忆。
太阳升起后，一天的劳作也就结束了，五
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别人少则挖五六百
斤，他只能挖一二百斤左右，挣不到钱。
后来邱珍兵也用“打藕”的方式。打出来
的藕表面干净，不像泥藕抹着厚厚一层泥
巴更易保存。

2023年冬季，湖北下雪又下冻雨，正
是销售藕的旺季，一直到过年前，邱珍兵
和赵道凯没休息过一天。因为要泡在冷
水里六七个小时，他们从上到下通常会穿
三层保暖内衣，把结冰的湖面先敲碎，下
去之后刚开始冷得刺骨，“但是干起活来
一直在动就不冷了”。有次赵道凯没有把
打好的莲藕从湖里捞起来，第二天便被冻
在湖面上，所有的莲藕都被冻烂，白白浪
费了一天力气。

为了那一口纯正的家乡味

洪湖返乡挖藕人：
从“逐藕而居”到日入入700700元元

大型美食节目《舌尖上的中国》介绍了全国各地美食，湖北
莲藕和煨出来的藕汤藉此“飘香”千家万户，挖藕这项辛劳的工
作也展现在大众面前。

改变源自2020年，拼多多通过直播向全国推介洪湖地标性
农产品洪湖莲藕，当地龙头企业每年在拼多多的销量达到3000
万元。在电商带动下，洪湖莲藕叫响全国，当地挖藕人的生活
和作业方式也随之改变。

借助新工具和电商，挖藕人不必再像浮萍“逐藕而居”。挖
藕时节，每天都可以得到一笔不错的收入，高的时候可达 700
元。靠着这笔钱，有人已经在当地的市区买了三室两厅的房
子。

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他们想要的生活了。

湖北省内有755个湖泊、4230条河
流，有“千湖之省”之称。富含养料的泥
土沉淀湖底，造就了莲藕得天独厚的生
长条件。据报道，湖北莲藕种植面积和
产量位居全国第一，种植面积达200多
万亩，占全国莲藕总产量的1/3，全国各
地有70%的莲藕来自湖北。

洪湖市以江汉平原最大淡水湖洪湖
命名，大小湖泊有102个。据荆州市农
业农村局2023年数据显示，洪湖莲藕占
全省莲藕种植面积的17%，莲藕年总产
量近30万吨，占全省总年产量270万吨
的11%。

眼下，并不是湖北挖藕的最好时
节。在洪湖市，没有夏季“莲叶荷田田”
的盛景，池塘里还留着枯萎的荷梗，水位
低处露出湖底的淤泥。

51岁的赵道凯已经在湖里泡了三
天，做着这一季挖藕的收尾工作。赵道
凯是洪湖市万全镇人，常年干体力活的
他身形瘦削。这三天，他每天7点起床，
吃过早饭骑带斗的电动摩托车来到湖
边，脱掉外套换上一身潜水衣，一套流程
下来，要耗时十几分钟。

相比过去传统、纯人力的挖藕方式，
现在都用水泵辅助挖藕，省时省力。

只见赵道凯打开插在岸边的水泵，
高压水枪从另一头喷射出水，迅速把已

经挖出来漂在水面的藕卷在一起。为了
避免莲藕被打断，赵道凯小跑过去蹚进
湖里，将水枪夹在腋下，将喷嘴埋进水
里。他弯下腰，左手慢慢在淤泥里摸，右
手握着水枪喷水的位置。“轻轻地用手掌
拨过去，如果水下的荷梗不够硬挺，倒
了，那个位置的泥土里就没有莲藕，如果
足够硬挺说明就有。”一席话道出了挖藕
的秘诀。

确定莲藕的位置后，赵道凯又小心
地用右手拿水枪将藕一侧的淤泥冲干
净，边冲边用左手摸索藕的生长走势。
不能对着莲藕冲，冲断了卖不出好价
钱。等两侧淤泥冲刷干净，从尾部轻轻
把莲藕抽出来，往身后一甩，它会自动浮
在水面，等结束后再打捞上岸。

这种方式被称为“打藕”。对于熟练
的打藕人来说，每根莲藕从被发现到漂
在水面上花费一两分钟，是传统挖藕时
间的五分之一。

尽管如此，挖藕也不是一个轻松活
儿。赵道凯在摸索时一直保持着左肩往
下歪着的姿势，还要跪在淤泥里一点点
前行。他已经连续干了三天，每天从早
上8点钟开始一直泡在水里到下午3点，
每天能用水泵冲刷四五分藕田，挖五六
百斤莲藕。因为穿着潜水衣，七八个小
时里几乎不喝水也不上岸休息。

水中作业7小时的“打藕人”

湖北华贵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受访者供图）

赵道凯扛着水泵下水准备打藕。（刘浩 摄）

传统的挖藕方式是用铁锹挖泥藕。（受访者供图）

赵道凯挖出这一天最长的一根莲藕。（刘浩 摄）

赵道凯和邱珍兵这样的挖藕工，都在为
湖北华贵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贵集
团）工作。这家公司创建于2006年，主厂区
占地200亩，在直埠大道边。2012年，华贵
集团开始水生蔬菜加工，并重点加工藕带分
销，将科研成果写成论文。

现在，华贵集团是全国最大的莲藕类生
产企业，公司生产的泡藕带、莲制品、莲饮品
和淡水鱼四大系列10多个品种畅销全国各
地，并出口至欧美、东南亚，创产值近20亿
元。

在生产莲藕制品过程中，华贵集团投入
1.2亿元改造智能加工工厂，于2022年4月
改造完毕投入使用。在华贵集团，制作藕汤
的连通管道的清理时间间隔不能超过一周。

华贵集团总经理杨福元介绍，华贵集团
2019年在洪湖当地开辟了1.2万亩荷塘种植

“洪湖莲藕一号”，口味不输洪湖野藕，产量
是野藕的四倍。“我们和当地30个农村合作
社、200多家农户进行合作，种植面积达15
万亩。”在收购莲藕时，华贵集团开出不低于
保底价的价格，当市场价高于保底价时，将
以市场价收购，“比如2023年，我们收购价
在3块1毛至3块5毛之间”。

从2019年起，每年9月份开始，万亩荷
塘就迎来各地50多名挖藕人，他们两个人每
天负责1.5亩荷塘，平均每人每天挖六七百
斤，挖干净一片荷塘就换另一片，连续工作
到年前。好的时候，挖藕工每天可以挖1000
斤藕。

2017年，华贵集团入驻拼多多，不到三
年，便在莲藕品类的销量做到了第一位。
2020年，拼多多推介华贵集团在央视开启了
一场线上直播，向全国推介洪湖地标性农产
品洪湖莲藕，洪湖市市长也走进直播间倾情
讲解。

华贵集团拼多多店铺负责人贺刚刚说：
“那次卖得很好，坚定了我们和拼多多深度
合作的决心。”2023年华贵集团在拼多多的
年销售额达到3000万元。

像赵道凯和邱珍兵，每打出一斤藕卖给
华贵集团，就可以挣7毛钱。

在华贵集团承包万亩荷塘之前，赵道凯
和邱珍兵要离开家不停地找活儿。每次在
一家干完活，雇主也不再管吃管住，赵道凯
要收拾好水泵等装备回家。在家里，他要耐
心地一个个打电话问需不需要挖藕人，在挖
藕人聚集的微信群里蹲消息。

“藕成熟的时间都很接近，所以找活儿
都是阶段性的，有活儿的时候扎堆，没活儿
的时候很磨人。冬天也没什么事做，只能干
耗着，还得不停地找人打听。”没活儿的时候
赵道凯心急，但他不想把情绪传递给生病的
妻子。

有时好不容易等到主人家需要挖藕人，
他们的条件对只会用水枪打藕的赵道凯来
说有些苛刻：“你会挖泥藕吗？我们只要挖
泥藕的（泥藕市场价高保存时间更长）”“我
们这边挖断的藕一分钱都不付哦”“我们只
要那种白白胖胖的标志藕哦”。

运气好找到了活儿，他要匆匆带着工具
赶过去，但是时间也在等待和寻找中浪费
了。

现在，赵道凯很满意固定的工作时间和
地点，他不用再凭运气找工作。

对于邱珍兵来说，他也厌倦过去“逐藕
而居”的生活。以前在别人家干活，五六十
个人住在联排简易房子里，那时他还是一个
挖泥藕的新手，满身是泥的回家后，无法洗
一个热水澡，只能擦擦脸擦擦身子，也甚少
换上干净的衣服，因为第二天又要重复前一
天的工作。

现在，通过拼多多平台，藕有了稳定销
路。他可以根据订单自己安排工作时间，

“谁不想在干完活儿之后回家洗一个热水
澡，然后舒舒服服地睡一觉呢？”邱珍兵说。
这个小愿望他终于可以实现了。

挣钱不再“逐藕而居”

挖藕人每年从9月工作到次年4月。（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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