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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好花瓣、做好花托、钩
织好形状……”1 月 4 日，在西安
市临潼区行者街道西沟村，韩静
正 坐 在 床 头 ，一 手 拿 针 、一 手 握
线 ，为 钩 织 好 的 棉 鞋 添 加 装 饰
品。色彩各异的毛线经她精心钩
织后，变成精美别致的工艺品。

今年 39 岁的韩静是个地地道
道的农村家庭妇女，由于身体残
疾，行动不便。“摆摊时最怕的就
是路上来回奔波，因为身体不方
便，对于别人来说 1 个小时的路
程，我得走 3 个多小时，每天天不
亮就得出发。”从小就喜欢做手工
活的韩静，16 岁便开始在离家 5
公里的地方学裁缝。2004 年，韩
静嫁到西沟村，日子虽谈不上大
富大贵，但也充实幸福。尤其女
儿的出生让这个小家庭充满了欢

乐，但这种“好日子”没持续多
久。生完孩子后韩静身体

上的问题越发严重，不
借助外力根本起不

来身。

为了生计，韩静摆摊、卖货，
能干的都干。摆摊时，她凭借着
以前的手艺钩毛衣、帽子、鞋子等
物 品 打 发 时 间 。 一 次 偶 然 的 机
会，韩静在网上看到钩织的手工
艺品不仅美观好看，还能卖钱补
贴家用，于是开始自学钩织手工
艺品。

“刚开始，我用家里的旧毛线
跟着网上的教程钩织了 3 朵玫瑰
花，觉得挺有成就感。就在网上
又 找 了 些 小 巧 的 手 工 钩 织 品 针
法，买了材料，自己学着做。”刚开
始技法不熟练，韩静的手没少被
钩针扎，而且常常钩到一半发现
错了就得拆了重来。一遍一遍地
学习、反反复复地摸索，她慢慢地
掌握了钩织技术。如今，韩静把
学习到的各种钩织技巧密密麻麻
地整理成了一本厚厚的“秘籍”。

“像这个兔子背带裤‘背带’的
针法，要 5 个引拔针，下一针立 35
锁针，倒2全短回钩……”钩针和毛
线在韩静的手下不断翻飞、交错。

这几年，韩静钩织手法越来越
娴熟，创作种类也越来越丰富，花
盆、玫瑰、发卡、抱枕、玩偶等创意
作品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她再次
萌生了摆摊售卖的想法。

“第一次卖自己钩织的手工
品，虽然只卖了 80 元，但对我

来说却是很大的鼓励。”

2021 年 8 月，韩静又出“摊”了，精
美的手工艺品吸引了很多顾客，还
有人专门来定制手工艺品。

“我现在觉得很充实，每年 5
月至 10 月天气暖和的时候都会
带着我的‘作品’到处摆摊，挣钱
贴补家用。其余时间就在家里学
习钩织技术，等出摊时带给顾客
眼前一亮的‘作品’。”在韩静看
来，钩织作品首先质量要好，还要
不断创新，这样大家才会喜欢。

如今，韩静大部分时间都用

来学习针法、钩织手工艺品，不仅
一针一针地织出很多精美的“作
品”，也织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忙起来，身体上的痛苦就淡了。
我只希望时间过得再快一些，孩
子快点长大，我就能看到她成家
立业、生活幸福。”说到以后的日
子，韩静眼里都闪着光，手上的针
线也“走”得更快了。

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
韩静的脸上。窗户上的一个大大
的“福”字被照得通红。

陕北深冬，天寒地冻，山
峁 峁 里 、圪 梁 梁 间 尽 披 银
装。在子长市栾家坪街道十
里铺村的粉条加工厂内，村
民们脚不沾地地忙前忙后，
待 36 道工序完成，一堆堆马
铃薯“转身”就“变”成了晶莹
透亮的粉条。

地处黄土高原的十里铺
村，气候干燥、土质疏松、昼
夜温差大，是马铃薯优质产
区。就地取材制作“漏粉”，
是 家 家 户 户 传 承 至 今 的 手
艺。因为淀粉含量高，“十里
铺 粉 条 ”久 煮 不 烂 、筋 道 爽
口，在十里八乡堪称一绝。

“虽说马铃薯种植面积
大、产量高，但苦于价低、缺
销路，粉条也多是单家独户
小作坊生产，长期没有形成

‘气候’。低效率重复劳动让

大伙儿在农贸市场站一天，
累得腿脚发麻也挣不下几个
钱。”回忆起之前的光景，村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贾
向阳说。

“ 一 斤 马 铃 薯 卖 不 到 1
元，一斤粉条却至少能卖 12
元，这不就是‘土疙瘩’变黄
金吗？加上村里人懂技术、
会生产，只要组织起来，这个
产业‘抗硬很’！”贾向阳说。

看准了产业链延伸、附
加值提升可能带来的收益，
在帮扶单位国网延安供电公
司的帮助下，十里铺村的粉
条加工厂很快建成，轰隆隆
的机器声从此不绝于耳，十
里铺粉条走上了产业化发展
道路。

既是加工厂工人、又是
种植大户的孙耀明说：“我们

的粉条生产是传统手工加机
器制作，确保了质量稳步提
升：机器把马铃薯磨成淀粉，
不仅提高了产量，还稳定了
品质；剩余的清洗、分离、沉
淀、加热、成型、晾晒等工序，
依然是不变的手工制作。一
到腊月，十里铺粉条就成为
线上、线下的紧俏货，大伙儿
的收益也在逐年增加。”

在粉条加工的带动下，
十里铺和周边农村村民种植
马铃薯的劲头更足了。“仅十
里铺一村，马铃薯种植面积
近 300 亩，户均增收 2 万元不
成问题。”贾向阳说，在乡村
振兴中，十里铺村从拓宽生
产、加工、销售渠道入手，做
大做强粉条产业。“2023 年，
全村粉条产量超 7 万斤，村
集体净利润超 30 万元。”

据了解，近年来，当地从
育苗研发、储藏保鲜、加工升
级等多方面入手，马铃薯产
业链条不断延伸，发展潜能
持续释放，马铃薯走出了田
间、走向了市场。

“在马铃薯等优势特色
产业的带动下，子长市持续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特
色产业的带动下，2023 年子
长 全 市 82 个 脱 贫 村 ，9932
户、25947 人脱贫成效持续巩
固提升，已脱贫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超 1.5 万元。”子长
市 乡 村 振 兴 局 局 长 张 增
宁说。

和面、搓条、盘条、
绕条上棍、拉条、上架晾
晒 ……1 月 12 日 ，在 镇
安县云盖寺镇云镇社区
手工挂面作坊，村民分
工明确，各司其职，动作
娴熟地制作挂面。院子
里，正在晾晒的挂面如
银丝一般，散发着沁人
心脾的面香。

“ 云 盖 寺 镇 手 工 挂
面因为它口感劲道，营
养丰富，是馈赠亲朋好
友的传统食品。目前，
挂面已销往镇安、商州、
西安、重庆、湖北等地大
小超市。”镇安县秦绿食
品有限公司经理余之超
说，2018 年成立了云盖
寺 镇 手 工 挂 面 产 业 协
会 ，制 定 了 地 方 标 准 ，
2020 年 评 为 地 理 标 志
保护产品，进一步提高
了挂面的身份和品位，
让云盖寺手工挂面享誉
省内外。

云盖寺镇云镇社区
手工挂面制作有着悠久
的历史，挂面采用优质
的小麦面粉制作，原色
原味，加盐、水，经手工
拉制悬挂干燥后切制而
成。手工挂面在制作过
程中，始终坚持传统的
手工制作技艺，不使用
任何添加剂，确保产出

的 每 根 挂 面 都 细 如 发
丝 ，经 久 耐 煮 、麦 香 纯
正，是营养健康的绿色
食品。因其选料考究，
制作精细，面条中空，入
口绵软，回味悠长，产品
深受广大市场客户的青
睐。

“目前，我们云盖寺
镇从事手工挂面制作的
涉 及 5 个 村 3 个 社 区
168 户 300 余人，年出售
挂面约 10 万斤，收入近
百万元，户均增收 6000
多元，手工挂面已成为
助力群众增收致富的特
色产业。”云盖寺镇武装
干事陈涛说。

近 年 来 ，镇 安 县 云
盖寺镇抢抓乡村振兴的
政策机遇，把产业发展
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推动乡村振兴的

“ 强 引 擎 ”，探 索 实 施
“ 党 支 部 + 企 业（合 作
社）+农户”的模式，促
进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
增收，实现了基层党建
与乡村振兴发展的深度
融合，并积极培育“互联
网+云镇特产”新业态，
发展手工挂面、腊肉、玉
米酒、木耳等实体经济
项目，充分发挥特色产
业富民兴村促振兴的支
撑引领作用。

一针一线织出“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黄敏 通讯员 罗文艳 王三合 文/图

韩 静 钩 织
的 手 工 艺 品 栩
栩如生。

粉条变“金条”
致富新“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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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碗
面
﹄
串
起
产
业
链

辛
恒
卫

文
/
图

工人正在制作手工挂面。

十里铺村粉条加工厂内忙碌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