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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辛航
记者 韩小珍）“制作臊子面
的面粉精选自扶风渭北塬上
的冬小麦，加水以合适比例
充分拌匀后，手擀或机械碾压
成一毫米左右的面片……”7
月14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扶
风“一口香”臊子面制作专
业技能培训课在扶风县绛

帐镇董家村如火如荼开展。
“咱们扶风人家家户户

都会做‘一口香’臊子面，但
味道各不相同，今天经过老
师的系统培训，不仅提升了
专业性，而且还给我颁发了
培训合格证，我对外出再就
业充满信心。”村民贾亚娟
高兴地说。

近年来，扶风县打造了
“一口香”臊子面劳务品牌，
推行“品牌+培训+就业+帮
扶”服务模式，开展中式烹
饪、臊子面制作工、面点师等
技能培训，累计培训从业人员
1.2万余人（次），发放创业贷款
3亿元，发放创业补贴200余
万元。现已打造的杏林公社

大食堂、乡党臊子面连锁店、
关中风情园、秦源一口香等
龙头示范企业，扶风县文旅
商体融合发展示范街区、法
门民俗一条街，还有活跃在
乡间的农村家宴服务队，年
均吸纳就业8000余人（次），
年产值达 5000 万元，实现劳
务经济收入1.2亿元以上。

扶风：“一口香”臊子面劳务培训带动大就业

盛夏七月，又到了黄花菜
成熟的季节。7 月 16 日，在铜
川市耀州区孙塬镇贺家咀村，
菜农们顶着烈日，穿梭在花海
间熟练地采摘黄花菜，一顶、一
折，一朵朵“金针”便落入随身
背着的布袋中，一派丰收景象。

种植户李杰由于管理到位、
精耕细作，黄花菜喜获丰收。李
杰是贺家咀村人，2018 年，归乡
创业的他经过多方考察，将目
光瞄准黄花菜市场，并承包 100
多亩坡地开始种植黄花菜。

“采摘黄花菜是个技术活，
要选个大、色艳但没有开花的
花骨朵进行采摘，所以采摘时
机很重要，每天 12 点前是最佳
采摘时间，能够有效避免太阳
直射后花骨朵开花。”李杰说。

为了抢抓时机，天刚蒙蒙
亮，村民们就来到菜地开始采
摘。李杰通过计重的方式以每
斤 1 元 的 价 格 给 村 民 结 算 工
资。到中午采摘结束，村民拿
着黄花菜集中过秤、登记，负责人现场结算。

“今年预计产量 5 吨，产值 25 万元。种植黄花菜
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经济效益，采摘高峰期给村民也
还带来了 100 多个工作岗位。下一步，我准备在地里
安装滴灌设施，让黄花菜品质更好，产量更高，同时
带动村民一起种植，让大家一块儿赚钱。”李杰信心
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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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下 ，洛 南 县 三 要 镇 的 西 瓜
陆续成熟。7 月 18 日，在三要镇
北司村村民任三宏的西瓜基地，
一颗颗西瓜饱满圆润，村民们穿
梭在西瓜基地 ，忙着采摘、装筐、
运输……

“今年的西瓜皮薄、瓤饱满、
汁水多，吃起来非常甜。”任三宏
一边拍着浑圆饱满的西瓜，一边

说，“按照目前的行情，今年种的
40 亩西瓜预计产值达 30 万元。”

北司村位于沙河南岸，344 国
道穿村而过，便捷的交通、平坦的地
势、充沛的水源以及沙质土壤，造
就了北司西瓜独特的口感。多年
来，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西瓜种
植已经成为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

“ 虽 然 西 瓜 种 植 面 积 大 、农

户 多 、品 质 好 ，但 种 植 技 术 落 后
一 直 是 制 约 西 瓜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难 题 。”北 司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兼 村 委 会 主 任 丁 锁 子 回 忆 起 北
司村以前的西瓜产业，皱紧眉头
说。后来，任三宏等西瓜种植大
户先后到大荔、杨凌等地观摩学
习，引进了西瓜新品种，学习了新
的管理理念，北司村的西瓜种植
技术逐步成熟。

从 2005 年至今，北司村西瓜
产业实现了规模化种植，种植面
积 稳 定 在 400 亩 以 上 ，年 产 量
1000 余吨，年产值 100 余万元，成
了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经过多年发展，北司西瓜皮

薄、瓤沙、味甜、籽少的独特口感，
受到消费者的一致赞扬。”丁锁子
说，“北司村如今已经成为远近闻
名的西瓜村。”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西瓜从
育苗、栽植、田间管理、采摘等环
节需要大量的务工群众，北司村
村民王福芹便是其中之一。“我这
些年都在三宏的基地务工，每年
务工有三个多月，每天 100 元，不
仅 方 便 照 看 屋 里 ，还 增 加 了 收
入。”王福芹一边装筐一边说。

“我们将通过多种渠道，在西
瓜种植上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及时对接客商，切实将西瓜打造
成北司村的龙头产业，示范带动

其他果蔬规模化、产业化种植，持
续推动特色产业向农旅融合方向
发展，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和村
民致富。”北司村驻村第一书记张
治东说。

截至目前，北司村共发展西瓜
450 亩 、烤 烟 850 亩 、中 药 材 450
亩，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4 家，群
众收入持续稳步提升。

“今年以来，三要镇充分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发掘特色
资源，提高品牌效应，持续做大做
强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实现农文旅有机融合，全力助推
乡村振兴。”三要镇党委书记姜伟
峰说。

夏日时节，在洋县金水
镇金水村太白山果品产业
园，一颗颗圆滚滚、毛茸茸
的 猕 猴 桃 缀 满 枝 头 ；一 团
团、一簇簇的鲜桃把桃树压
弯了腰；一棵棵石榴树，花
开正艳，产业园内一派生机
勃勃的景象。

“因为山高坡陡，交通不
便 ，几 年 前 这 里 还 是 撂 荒

地，为进一步盘活闲置土地
资源，补强产业发展基础，
带动区域特色产业发展，村
上以集体经济合作社为基
础，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开
垦坡地，完善基础设施，依
托太白山独特的地理条件发
展特色林果产业，今年村集
体经济收入有望突破 30 万
元。”7 月 17 日，金水村党支

部书记李炉成介绍。
目前，金水村太白山果

品产业园已建成猕猴桃园
150 亩、软籽石榴 120 亩、香
脆李 50 亩，年产各类鲜果
30 余吨，昔日的“撂荒地”也
变 成 了 名 副 其 实 的“ 花 果
山 ”。 在 村 合 作 社 的 引 领
下，园区每年带动周边群众
2000 余人（次）进园务工，人
均年增收3000 余元。

金 水 镇 草 坝 河 村 四 面
环山，山间流下的雨水在村
委会门前自然形成了多个
水塘，去年村两委及驻村工

作队多次外出考察学习交
流 ，广 泛 征 集 群 众 意 见 建
议，利用山中自然水源种植
莲藕，养殖肉鸭和鱼，使闲
置 的 水 塘 焕 发 了 新 的 活
力。截至目前，该村养殖鲈
鱼 和 草 鱼 1500 尾 、肉 鸭
3000 余只。预计下半年肉
鸭收入可达 13.5 万元，鱼类
销售可达 3 万元。

近年来，金水镇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持续
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
增收、产业增效，实现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步提升。

7 月 18 日，汉中农村

商业银行郭滩支行的信

贷人员在梁山镇永远村

四组黄汉春的大鲵养殖

场了解贷款使用及生产

经营情况。

据了解，该支行积极

践行普惠金融，从获贷条

件、获贷渠道、信贷产品、

利率优惠等角度，不断探

索建立农村信贷金融服

务模式，今年前 6 个月，发

放涉农贷款 455 笔，金额

1930 万元。

通讯员 何祥斌 摄

西瓜喜丰收 瓜农“甜”心头
毕波波 张帆 本报记者 靳天龙

特色产业闯新路
通讯员 张恤民 何龙

本报讯（记者 赖雅芬） 近期安康市持续降雨，导
致部分地区受灾。7 月 23 日，记者获悉，为保障人民
群众生活必需品等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供应和价格基
本稳定，近日安康市发改委到城区部分农贸市场及商
超等地进行应急监测和市场巡查，了解市场价格变动
及各类生活物资货源储备情况。

安康市发改委全力加强价格监测监管，多措并举
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加强市场价格监测预警，统筹价
格监测力量，加大监测频次，及时掌握市场价格动态；
实时关注汛情变化情况，要求各县（区）做好应急价格
监测启动准备，一旦进入防汛应急响应状态，及时启
动应急价格监测工作，确保重要商品市场不断档、不
脱销；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积极协调配合相关
部门掌握重点民生商品市场产供储销情况，重点加强
猪肉、粮油、蔬菜市场保供稳价。目前市级储备成品
粮 1000 吨，成品食用油 100 吨，全市 11 家保供企业商
业储备粮食 8270 吨，食用油 2362 吨，以及 108 家保供
企业重点保障米、面、油、蔬菜、肉、蛋、奶等生活必需
品供应，重要民生商品市场储备充足。

同时，加强宣传引导。安康市发改委通过网站、微
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发布“菜篮子”商品价格监测情
况，稳定市场和群众心理预期。积极协同市场监管部
门开展价格监督检查，加强政策宣传引导，依法查处
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价格违法
行为，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安康：加强汛期市场价格巡视

保障重要商品价稳量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