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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经是靠低保度日的贫困户，现如今成为远近闻名的“辣椒姐”。海兴农家
妇女代淑凤的生活，现在就像她熬的辣椒酱一样甜辣鲜香、红红火火——

“辣椒姐”的脱贫故事
本报记者 祁晓娟 摄影报道

1月24日一大早，代淑凤早
早起床，开始熬制辣椒酱。

大铁锅底下烧着通红的火，
锅里热气蒸腾。

红的是辣椒，黄的是豆子，
白的是苹果块……几种材料在
锅里翻滚融合，一屋子都弥漫着
甜辣鲜香的味道。

这是贫困户“辣椒姐”代淑
凤熬的辣椒酱，这辣椒酱不但

“征服”了村民，还走出了海兴，
摆上了许多食客的餐桌。

泪流满面

代淑凤是海兴县苏基镇张
常丰村人，今年57岁。

现如今，她是远近闻名的
“辣椒姐”。

张常丰村地碱水咸，村民的
日子不富裕，代淑凤曾是村里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

靠种地只能吃饭，代淑凤和
丈夫没啥文化，闲时他们也四处
打零工，赚个零花钱。

不幸在 2015 年到来，代淑
凤的丈夫突发脑梗，躺在了床
上。

为了给丈夫治病，代淑凤拿
出全部积蓄，又到处借钱，才勉
强凑够五六万元医药费。

丈夫保住了命，却留下后遗
症，生活不能自理。

代淑凤既要照顾丈夫，还要
种地，维持着一家人的吃穿用
度。

那几年，代淑凤觉得自己老
了十几岁。

一家子要吃饭，欠款要还，
不种地的时候，代淑凤就四处
找零活干。“我外出打工也有限
制，打工的地方不能离家太远，
到点还要往家跑给丈夫做饭。
那时，我一天最多能赚六七十块
钱。”

丈夫医药费用一个月要九
百多元，一年就要一万多元钱。
拮据的生活，一度压得代淑凤几
近崩溃。

现如今，代淑凤回忆起来那
段日子，依然满心苦涩。“那时候
总想着，这种日子什么时候到头
啊。”

夜深人静的时候，代淑凤泪
水不知淌过多少。

“真好吃”

困苦中的代淑凤，感受到了
温暖和关爱。

代淑凤家成了建档立卡贫
困户，她家有了慢性病医疗补
助、合作社分红、光伏项目扶贫
收益。

有关部门免除夫妻二人新
农合、社保费用……当地政府还
给代淑凤寻找公益岗位。

在政府的帮扶下，代淑凤再
次焕发了生活的热情。

靠帮扶活着，不是代淑凤的
性格，她总想着自己赚钱，摆脱
贫困的阴影。

转机，没想到是从一瓶辣椒
酱开始的。

在代淑凤的记忆里，她从小
就吃妈妈做的辣椒酱。可能是常
年的耳濡目染，从能帮家里干活
开始，她就学会了制作辣椒酱。

这些辣椒酱除了代淑凤自
家吃，也送给亲戚朋友。

代淑凤做的辣椒酱好吃，村
里人都知道。她做的辣椒酱，不
仅有辣椒的辣，还有豆子的香、
水果的甜，是自己的独家配方熬
制的。

2018年5月，国家信访局副
调研员张巍婷到张常丰村任驻
村第一书记。代淑凤没想到几天
后，张巍婷就来到了她家。

代淑凤记得张巍婷是在吃
晚饭的时间来的，当时代淑凤家
的饭桌上除了一盘青菜外，还摆
着一碗她做的辣椒酱。

“这是啥？”张巍婷和代淑凤
拉起了家常。

“您尝尝，这是我做的辣椒
酱。”代淑凤看到这么平易近人
的第一书记，放松了不少。

张巍婷拿起筷子，吃起了辣
椒酱。

“你这个辣椒酱真好吃，要
是卖出去一定能赚钱。”张巍婷
笑着说。

代淑凤不信。“城里人啥好
东西吃不上，会爱吃我这个辣椒
酱？”代淑凤直摇头。

有了自己的小厂

没过几天，张巍婷又来到了
代淑凤的家。

“我给你买原料的钱，你先
做几瓶辣椒酱。”张巍婷给代淑
凤放下了一百元钱。

既然书记说了，代淑凤不好
再推辞。

她买来了红辣椒，再加上苹
果、鸭梨，挽起袖子干了起来。

切菜、配料，上锅熬制一个
多小时后，一大锅甜辣鲜香的辣

椒酱就出锅了。
代淑凤把熬好的辣椒酱一

瓶一瓶地分装完毕，给张巍婷送
了过去。

周末，张巍婷带着几瓶辣椒
酱回了北京，第二天就打来电
话：“朋友们都说好吃，卖光了，
赶紧再多做些！”

代淑凤不相信，直到看了手
机里的转账记录，才明白是真
的。她说：“没想到咱村里人吃的
东西也能换钱！”

一瓶辣椒酱拉开了代淑凤
新生活的序幕。

她想做好多好多辣椒酱，她
想凭自己的手艺，让一家人过上
好日子。

可是，她没文化，她能行吗？
代淑凤心中打鼓，她把自己

的忧虑告诉了张巍婷。
张巍婷不断鼓励她，带着她

外出学习，还帮着她跑办证照，
申请营业执照，办理食品小作坊
登记证……

代淑凤做梦都没想到，她有
了自己小小的辣椒酱厂。

在自家饭桌上的这碗寻常
辣椒酱，变成了有品牌、有身价
的农家特色食品。

在张巍婷的建议下，辣椒酱
在张常丰村的助农商城上销售，
两瓶卖到25元。

“辣椒姐”

好酒也怕巷子深，得把自家
的辣椒酱宣传出去，才能有销路。

代淑凤乍着胆子，开始了推
销之路。

2019 年，在央视《开门大
吉》节目中，代淑凤来到现场，推
介张常丰辣椒酱。

第一次登上央视的舞台，这
对于从没有走出张常丰村的代淑
凤来说，可是一个不一般的经历。

她好几晚上没睡好觉，在后
台等待的那一刻，手心里都是
汗，上台时，腿都有点不听使唤
了。

“紧张是真紧张，可既然来
了，咱也不能后退。幸好有张书
记跟着，这也让我踏实不少。”
代淑凤说。

在央视的舞台上，她向观众
介绍了自己制作的辣椒酱。

自此，“辣椒姐”的名气算是
打响了。

这几年，她还参加过重庆卫
视《谢谢你来了》等节目，接受过
中央电视台、新华网、中国妇女
报等媒体的采访，凡是见到她的
人，都亲热地称她“辣椒姐”。

随着“辣椒姐”的名气越来

越大，辣椒酱也卖得越来越火，
在村里办的农产品网店上，

代淑凤的辣椒酱一天能卖出几
百瓶甚至上千瓶。

现如今，代淑凤已经生产出
无添加的辣椒酱、牛肉酱、鸡肉
蘑菇酱系列。随着生产规模的扩
大，代淑凤建立了“老凤和辣椒
酱厂”。

她本人脱贫的同时，还吸纳
了村里的 3名妇女到她的辣椒
酱厂工作。

代淑凤还被村民们选举为
村妇联副主席。

甜辣鲜香的好日子

“辣椒姐”代淑凤成了村里
的致富带头人。

代淑凤不但还清了外债，还
把儿媳妇娶进了门，微笑荡漾在
她的脸上，“心里总算敞亮了”。

“辣椒姐”的辣椒酱出名后，
不少人上她那儿打听：这么好吃
的辣椒酱是怎么做的？

代淑凤热心地把制作辣椒
酱的配方教给大家。

但是，当大家按照她的方法
做成了辣椒酱之后，总是觉得不
如“辣椒姐”做的辣椒酱好吃。

现如今，代淑凤把自家几亩
地都种上了红辣椒。

代淑凤制作的辣椒酱已经
列入 2020年度海兴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

代淑凤的辣椒酱也有了固
定的客户，不仅有本地的，还有
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

“他们有的在网站下订单，有
的在微信里下单。”代淑凤说，不
少客人都是几十瓶一块儿买走。

代淑凤制作的辣椒酱没有
添加剂。每次来了订单，她都是
连夜赶制辣椒酱，保证把最新鲜
的产品送给客户。

一年来，代淑凤到南方学习
直播带货，参加沧州市文创和旅
游创意设计大赛……现如今，她
一个月的纯收入能达到数千元。

代淑凤的干劲越来越足。
“把日子过得像那熟透的辣椒，
越来越红火。”她对未来充满了
信心。

扫码看视频
新闻料更多

“辣椒姐”代淑
凤的生活就像她熬
的辣椒酱一样甜辣
鲜香、红红火火……
扫描二维码，观看相
关视频。

代淑凤通过直播宣传自己熬的辣椒酱

代淑凤制作辣椒酱代淑凤制作辣椒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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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情 保供应 护安全 意明在行动
意明集团向消费者郑重承诺：全面消毒，保障供应，为您提供安全放心的购物环境。

——脱贫攻坚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