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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祖康：
让故乡“腊味”香飘远方

记者 张妍

朱从容：
授人以“渔” 护航梦想

记者 王拥 吴苏

初冬时节，去往汉滨区谭坝镇的途中仍是
秋意浓郁，满目绚烂。下高速后，沿着通往后沟
村的公路往山顶上走，一处地势平坦的地方有
袅袅炊烟升起，老远就能闻到柴火味、腊肉的
香味，混合着路边怒放着野菊花的清香阵阵袭
来，一波又一波撩拨着人的嗅觉。

很快， 就到了曹祖康的安家寨腊肉加工
厂。这里四面环山，环境清幽，芳香浓郁的烟熏
和着肉香味扑面而来， 工人们正在忙碌着，他
们将肉分割成大小差不多样子后进行腌制，只
见每个熏制腊肉的炕房内，油光红亮的腊肉挂
得整整齐齐、满满当当，熏制好的成品正忙着
出库装车。

曹祖康就在这座山上长大 ，2003 年入伍
前，这儿就是他的乐园。 12 年的军旅生活，足
以将一个 17 岁愣头青年的意志磨炼成刚。

“我当兵在马踏飞燕的故乡甘肃武威凉
州，我们部队是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纪律重
于生命是我们连队的连魂，我们连队是我们部
队的标杆，不管是在训练场还是考核场和大型
活动都争第一，记得有一次部队搞教育全旅在
一起， 结束会场秩序没有得到领导的表扬，回
去之后，我们全连干部战士集体蹲了三个多小
时，感觉有愧于标杆连队......”回忆起曾经的军
营生活，曹祖康神采飞扬。

新兵第一年底，曹祖康由于个方面表现突
出，被连队评为“优秀士兵”，第三年光荣入党。
“咱是从农村入伍的， 始终坚持踏实肯干的工
作作风， 入伍第四年被连队任命为司务长，工
作突出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第六年参加玉
树抗震救灾任务，又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第七年到第九年，连续被评为“优秀士官”；第
十一年荣立三等功一次。 ”曹祖康历历在目。

在部队期间，从战士班长司务长，曹祖康
始终坚持一点， 把部队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
干，把每一件小事都当大事来干，所以，他带的
三十多人的炊事班年年被评为先进。

2015 年，在军营生活了 12 年的曹祖康符
合政府安置政策，他选择回乡创业，因为哥哥
在镇坪做的是腊肉行业，他在安康三桥宝业农
贸市场开了一个批发零售腊肉特产店。

“我十几岁就出去当兵， 对安康人生地不
熟的，刚开店的时候没有生意，很多时候一天
没有一个顾客。 ”回想创业初始，曹祖康觉得那
时候十分不容易。

等不来顾客，曹祖康只能出去寻找产品的

销路，于是，他跟着隔壁卖火锅底料的店主出
去找市场，一家挨着一家上门去推销，有同类
产品的店不愿意上他的货，遇到刚好缺货的时
候，他就恳请人家试试他的产品。

通过这样走街串巷的方式，曹祖康慢慢打
开了产品销路， 凭着诚信做人和优质的产品，
曹祖康在安康打开了销路，各县都有了固定的
老顾客。

“一个人富裕起来不算啥，我们老家没有工
业没有企业，现在人们都住在集镇上，大多都是
老人在照顾小孩上学，有劳动能力的大都出门务
工，还有很多剩余劳动力也不愿意再种地。 我就
想着回来办个小企业，带动大伙共同致富，让剩
余劳动力能就近工作，曹祖康也能为乡村振兴发
点光和热。”通过这几年的销售，他觉得做腊肉生
意，还是很有市场的，2019 年，他开始在老家谭
坝镇后沟村建设腊肉加工厂。

“建这个厂的时候，当时很辛苦，我白天在
山上当小工，啥活都干，晚上赶到安康城里去
看店。 这期间赶上了猪肉价格猛涨的时段，价
格每天都在上涨，为了储备原料，我卖了转业
后在甘肃买的房子，房款用来买了冷库和储备
了一些原料。 ”结果证明，曹祖康这步险棋走对
了，很短时间内，十多元钱一斤的白条肉一路
猛涨到三十多元。 他告诉记者，这是他人生路
上赚下的第一桶金。

有了资本的曹祖康，很快在他老家建成了
1300 余平方米， 年加工 300 吨腊肉的加工车
间， 成立了后沟村安家寨生态养殖加工合作
社。

“我之前在高速路上打工， 听到曹总在老
家建厂的好消息，就赶回来了，现在就在家门
口干活，一个月管吃管住，还能挣到将近 5000
元的工资，非常感谢曹总给我们提供一个这样
的就业机会。 一大帮熟人在一起干活，热热闹
闹，其乐融融。 感觉回到了几十年前那种热火
朝天的集体干活场面，曹总对我们很好，包容
心强，新来的工人不熟悉腊肉制作流程，他都
是手把手地教，还让人家不要急，慢慢干着，自
然就学会了。 ”员工程光万说。

不到 30 岁的程洪前说：“曹总为人厚道，
遇到下雨天或者忙的时候下班晚了，他总是开
车把我们每个人都送回家，告诉我们做食品行
业是个良心活，开始来是要学好手艺，手艺掌
握后就要坚持用心干。市场上一般的腊肉熏一
个周左右，我们家腊肉熏十多天，没有了一点

水分，这就是我们安家寨腊肉在夏天都不会变
质的秘密。 ”

53 岁的李远平觉得在这里干活和外面打
工最大不同是伙食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常
年在外打工的人就贪恋家常饭菜，“曹总给我
们请了专门做饭的厨师， 我们自己种有菜园，
新鲜蔬菜四季不断，每天三餐，每顿至少六个
菜，各种肉类从来不缺，每月有假期，逢年过节
都给我们发很多东西， 旺季的时候加班费，加
上工资能拿到 7000 多元，吃住都在这里，没有
别的消费，一年比在外面打工赚得多。 ”李远平
笑得合不拢嘴。

后沟村支部书记杨远成对曹祖康更是赞
赏有加，“这个小伙子很能干，即是退伍军人又
是党员，他在村上开办这个腊肉加工厂，解决
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 前段时间村上组织一
日捐活动，他带头捐了 3000 元；他厂子门口到
镇上的村道， 平时都是他请人在清扫维护，前
段时间雨，路面多处垮塌，村民出行不便，是他
掏钱请人清理修缮； 附近村民谁家有猪出栏，
他都是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回收。 ”

曹祖康认为，食品安全大于天，优质的腊
肉必须要保证好的原材料，投机取巧和偷工减
料都不会长久，为此，他主要选用双汇冷鲜肉，
大品牌质量能得到保证，再加上自己这么多年
摸索出来的手艺，才奠定了安家寨腊肉在市场
上受到新老客户的青睐，有了供不应求的好局
面。 如今，曹祖康又在汉中开了第二家、宝鸡开
了第三家腊肉特产店， 每家生意都一样的兴
隆。

“这个小伙子说话算话， 我跟他合作了多
年了，我每年能销售一百多万元的腊肉，他家
腊肉质量很好， 新顾客很快就成了回头客，他
们还会带动亲朋好友来买， 有了好的口碑，销
售量很快就起来了。 ”石泉后柳开特产店的李
老板说。

为了能留住工人， 让他们无后顾之忧，专
心干活，曹祖康给他们开的工资都不低，还用
了一系列积极的奖励办法。 下一步，曹祖康准
备扩建厂房，给员工盖条件好的宿舍；还准备
建设占地 500 余亩的生态生猪养殖场，发展生
猪养殖产业。

“我在标杆连队生活了十多年， 如今希望
还能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再当标杆，能帮助更多
的村民就业，带动更多的乡亲们致富。 ”曹祖康
信心满满。

朱从容是个干练的人。 站在一众学员之间，她整个
人的状态从容而舒展，更多学员看不见的地方，她却紧
绷着神经，以一种极为严谨的态度要求自己。

下午五点半以后，原本拥挤热闹的培训室陷入一片
寂静，朱从容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在检查好设施设备后，
她会独自坐在电脑前，再把每位学员的信息认真查看一
遍。 作为一所以技能培训为主的民办学校负责人，朱从
容要操心的事还很多，学员来了以后怎样让他们学到更
多的知识、学成之后去哪里工作、如何帮助他们更好地
提升自己等等，林林总总的事项，她都装在心间，并一一
付诸在往后的行动中。

去年上半年， 朱从容独自一人从岚皋去往汉阴，在
汉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支持下，创办了汉阴县
惠众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专门从事美容师和保健按摩师
的培训。截至目前，组织完成培训有上千人次，就业率达
65%以上。

上千名学员的背后，涌动着朱从容创办这所学校的
初心，“技能致富，惠及大众”。 “来我们这里的学员基本
上都是女性，她们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农村转移劳
动力，还有的是下岗职工等等，都抱着改变自身命运、改
变家庭际遇的想法来这里参加学习培训。 ”因为深知这
些姊姊妹妹的不容易，朱从容把培训的整个流程都运营
的十分用心。 “培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成功就业，
拿到满意的薪资， 所以我在前期除了请名师授课以外，
还去了江苏、广西、广东、海南等城市考察相关的企业，

积极与他们对接 ，
用“龙头企业＋基地
培训” 的方式签订
劳 务 输 出 用 工 合
同， 保障培训合格
的学员能够有地方
上班， 现在学员们
的平均薪资可以达
到 月 工 资 6000 元
以上， 很多在外面
上班的都拿的是万
元以上的工资。 ”第
二期学员王兴芳佐
证 了 朱 从 容 的 说
法，“去年我来这里
参加采耳培训 ，拿
到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后， 就去了朱校
长对接好的江苏杨
波采耳店上班 ，第
一个月就赚到了一
万多元， 我对这份
工作很满意， 也非
常感激惠众学校传
授我的技能， 让我
能够致富养家。 ”

在 汉 阴 县 ，18
至 50 岁的中青年女性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由于当地群
众的增收渠道还是依靠外出务工为主，而务工的主力依
然以男性居多，照顾一家老小的任务基本都压在家中的
女性身上， 长期在锅碗瓢盆之间忙碌的这部分女性，在
人际交往方面大多很羞怯，多年与社会脱节的家庭主妇
生涯，也让他们缺乏独立于社会的一技之长。 在孩子逐
渐长大的付出过程中，她们也有了要走出去，靠双手挣
出幸福生活的想法。

令学校教师们记忆犹新的， 是一个名叫何敏的学
员，她的遭际与改变，正是在惠众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的
见证下迎来了破茧成蝶的蜕变。 “何敏是很不容易的。 ”
朱从容回忆起初见何敏的样子，体形很胖，行动显得有
点笨拙，神情带着一丝茫然，说起话来也略显莽撞。因为
长年在家带孩子，何敏没有收入，而丈夫常常因其索要
生活费对她辱骂不止，在伤心困顿的生活中，何敏无数
次有外出务工，短暂逃离家庭的想法，可是在劳务市场
上，何敏找工作并不顺利，不是被直接拒绝，就是薪资很
低的工作。 无意间， 何敏听周围的邻居说起惠众学校，
“那是人社局管辖的一个培训学校， 肯定靠谱， 包吃包
住，学会了技术立马就能找到工作哩。 ”抱着试一试的想
法，何敏鼓起勇气，走进学校开始跟着老师学习。

学校的老师陈靖回忆，“何敏学起来很认真，课程的
每一项都反复练习。 ”20 天的培训期过后，何敏顺利通
过考试，拿到了等级证书，很快便通过学校对接的企业

上了班。 “你看嘛，这是他们总经理给我发的，何敏上个
月工资拿了 7000 多元呢。 ”培训结束后，朱从容仍持续
跟踪学员的务工情况， 手机不断滑动的聊天页面上，满
满当当都是她和对接企业围绕学员情况的交流内容。
“朱校长就像我们的姐姐一样，经常鼓励我们，问工资有
没有照发，关心我们在外面上班适不适应情况。 ”王兴芳
说，像她与何敏这样的学员，在学校的培训课堂上还有
很多，几乎每个人，都在这里被记住、被看见、被关切。

每期培训结束后，教师们总能收到学员们自发赠送
的锦旗。“心灵的导师，美丽的使者。”“解惑无微不至，授
业一丝不苟。 ”……红底烫金的旗帜，被朱从容小心地珍
藏，她心里知道，“这都是学员们在表达感激，是她们的
心意。 ”为了这份短暂却深刻的“师生情”，朱从容在培训
过程中，馈以更精细、严格的教学章程，她高价购买专业
的教学课程， 从市场上请来有 20 年从业经验的高级技
师进行实操课程的讲学， 又从学员中挑选出技术纯熟、
学成归来的“弟子”传授新学员前沿的技术理念，在全方
位的培训打造下，惠众学校的学员们总是最快地被各大
企业抢走订光。 “每天都有很多电话打来问我要人，我都
回绝了。首先我必须保证学员学成合格才能放人，其次，
她们的工作地址前期都要去考察后，才会放心地让他们
去工作。 ”高效细致的教学标准，一条龙的全流程保障。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员慕名来到惠众， 学员朱玉翠说：
“我就是看我妹妹在这里学习美容采耳后， 现在一个月
能赚一万多元，所以也来学习，以后自己无论务工还是
开店，都能掌握一门技术。 ”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每位学员进入惠众培
训的第一堂课，朱从容都会这样激励她们。 而当学员们
学成就业，从手机上给朱从容发来工作照、薪资条等图
片时，朱从容也会第一时间送上祝福，她满心期冀着这
些姊妹们靠双手挣出自己的好“钱”景。

在汉阴县人社局技能开发股股长吴永仪看来 ，当
前，国家政策对培育技能人才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力
度，而在成人技能培训市场上，能够按照要求标准去严
格执行的培训机构仍然缺乏。 “惠众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在鼓励引导培训学员再就业方面有可圈可点之处，我们
也会持续增强管控管理，强化后续跟踪服务，确保通过
国家政策和执行机构架构起的桥梁，让更多老百姓因此
受益。 ”

顺应县域发展的需求下，汉阴县以提高全县居民思
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和职业技能为宗
旨，大力宣传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理念，面向全社会
提供实用技能培训服务，受益人群逐年递增。

为市场输送了一大批技能人才的朱从容，对惠众职
业技能培训学校的发展前景也充满了信心。 “在国家政
策的支持和汉阴县人社局的关怀下，我们在以后开展培
训的过程中，将持续做好其他项目和今后职业技能资质
的评审鉴定，做好‘短平快’培训，积极构建职业培训体
系，灵活多样开展培训，不断提高培训学员的职业素养
和就业竞争力， 推进职业技能培训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为推动职业技能培训提质增效作出积极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