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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岚皋皋县县““八八项项提提升升””拓拓宽宽富富民民增增收收路路

记记者者 王王拥拥 通通讯讯员员 李李姝姝特特 许许鹏鹏

芒种时节，农事正匆。 沿着蜿蜒山路
飞速疾驰， 巴山深处的岚皋县在一片农
忙的景象中迸发出满目的希望与生机。
田垄阡陌间，新栽的秧苗泛着盈盈翠色。
房前屋后， 繁花与果树交错出如诗如画
的田园风光， 乡村欣欣尚荣的气象在村
民的笑容里显露无遗， 日异月殊的深刻
变化正在这片土地上奔涌出乡村振兴的
宏大气象。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提升之年， 岚皋县通过不
断健全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预警和帮
扶机制， 抢抓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政策机遇， 全域谋划开展防返贫动态监
测和帮扶水平、“两不愁三保障” 和饮水
安全工作成效、产业增收质效、农村基础
设施保障能力、农村人居环境面貌、搬迁
后扶及稳岗就业工作质量、 乡村振兴系
统干部素质、群众自我发展内生动力“八
项提升”行动，积极提升脱贫群众高品质
生活，按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快进
键”，助推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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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从脏乱落后到生态宜居

趁着良辰美景走进岚皋县滔河镇
柏坪村，昔日脏乱落后的“穷窝窝”，如
今变化翻天覆地，新村新貌入目来。

平坦的水泥道路两侧一簇簇月季
花越过墙头舒展着绿枝新蕊，不远处百
亩猕猴桃园下白芨花正娇艳盛放 ，合
着清风送来阵阵馨香 。 孩童们在宽
阔的场院里嬉戏打闹 ，老人们坐在抽
芽的大树下抿上一口新茶，看着往来游
客在村民们房前屋后、庭院内外一幅幅
色彩亮丽、生动漂亮的彩绘墙画前合影
打卡。

“往年我们村因为交通不发达经济
落后等原因，生活环境真的不行，泥灰
四扬，又脏又乱。 现在好了，今年以来大
家伙儿积极响应政府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号召，通 过 环 境 清 洁 、打 造 连
户路 、俢厕改 厕 、改换屋顶 、美化墙
面 等 方 式 全 方 面 改 造 升级了自家房
屋，不仅自己住起来更舒服了 ，还吸引
了好多游客来参观呢。 ”柏坪村一组组
长谢施艳说。

从脏乱落后到漂亮宜居，是柏坪村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中交出
的一份优秀答卷，也是岚皋县全面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中的一个
映射。 今年来，岚皋县以“四提升一革
命 ”为抓手 ，采取点面结合方式 ，筹措
7000 万元资金全面实施以村容村貌、基
础设施、院房环境、行为习俗提升和农
村厕所革命为重点的整治提升五年行
动。 据悉，计划到 6 月底，岚皋县 3067
户唯一住房为土坯房改造到位，9 月底

整体农村面貌得到极大改观，农村人居
环境不断改善，农民群众美好生活愿景
正加速实现。

从发展滞后到产业开花

“以前想要谋点出路都只能出去打
工，年纪大了更是啥都干不成，哪敢想
还能自己发展产业？ 还是现在政策好
啊，我虽然年纪大了还能借着国家的东
风来兴建产业， 别看我这产业园区小，
也能带动百十号村民增收呢！ ”岚皋县
佐龙镇佐龙村三组，年近古稀的田曙国
望着面前 200 亩撂荒了多年又因重新
开垦而变得生机勃勃的魔芋地，心中满
怀希冀。

提起发展产业的初衷，老人说：“古
话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我的志不在
千里，只要发挥自己的一点余力将我这
点产业发展好，能为村民们和村子越富
越好尽一份力就成。 ”

当产业开始成为人们生活中随处
可见，不再遥远的谈资，一个个农业产
业项目就悄然遍地开花，激活了这片土
地的内生动力。 截至 4 月底，岚皋县精
准用于借款人家庭开展生产经营和发
展产业的小额信贷及富民贷已向近千
户农户发放贷款 5038.35 万元， 一个以
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龙头、以基地为
依托、以农户为基础，市场牵企业、企业
带基地、 基地连农户的产业链已显雏
形。

今年以来，岚皋县紧扣市对县考核
任务和产业布局， 全县统筹 6500 万元
资金抓实抓细产业就业。其中统筹 1500

万元制定出台 《富硒粮油奖励扶持办
法》，主要粮油作物播种 16.3 万亩，备耕
7.5 万亩， 粮油安全有保障； 统筹 5000
万元制定了《2022 年富硒产业提质增效
奖扶办法》，推动以魔芋、茶叶、猕猴桃
为主导，以畜牧业、中药材等增收项目
相配套的“3+X”产业体系提质增效，新
增魔芋 21721 亩 ，新 （改 ）建茶园 1400
亩，32 个生猪规模养殖场完成补栏，县
级以上农业园区全部复工复产。 特色产
业遍地开花，乡村振兴硕果累累，群众
也在致富增收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从偏远贫困到文旅胜地

推门闻香、移步见景。 走进四季镇
天坪村杨家院子，一座座精致漂亮的农
家小院错落有致，游客三五成群嬉戏游
玩，河流潺潺，碧波映着两岸垂绦翠柳，
水车悠悠转动着，俨然一幅恬静美好的
田园山水画卷。

临近上午十点，“铁匠山庄”农家乐
的老板杨义平正在准备中午待客的饭
食。 辣子鸡、酸辣魔芋、红烧猪尾，再配
上一个酸菜小鱼汤， 尽管食材原始朴
素， 但因味道鲜美独特而深受游客喜
爱。 作为十里八乡有名的旅游地标，杨
家院子的连片农家乐是一大有名特色，
28 家农家乐汇聚在这里，让“岚皋味道”
飘香满地，也让村民们致富增收落地落
实。

殊不知几年前， 这个国家 AAA 级
景区、 省级旅游度假区还是一个带着
“贫困村”帽子的偏远小山村。 “两山夹
一川”的狭长版图上，山大沟深、土地贫

瘠，大多数土地都是零散的坡地，连片
100 亩以上的土地寥寥可数。 农业产业
发展没有 “落脚点”， 招商更是一种奢
望，“山高、贫困发生率高、留守人群比
例高”的“三高”难题像是压在四季镇人
民头上的 “三座大山”， 让人喘不过气
来。 直到 2017 年，“脱贫攻坚全面统筹、
乡村旅游引领发展” 的战略思想确立
后，四季镇充分挖掘农家乐乡村游的发
展前景，实施“脱贫攻坚、乡村旅游、美
丽乡村”建设“三规合一”，集中优势资
源倾力打造 “巴山样子·杨家院子”品
牌。 经过几年的发展，2021 年杨家院子
及周边接待游客量已达 60 余万人次 ，
创综合收入 2300 余万元，全镇 1200 余
人通过兴办产业、流转土地、入股合作、
订单销售、务工就业被嵌在乡村旅游产
业链上，直接和间接带动全镇村级集体
经济实现收入 128.3 万元，一个“看得见
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
“新星”正冉冉升起，逐渐成为陕南乡村
旅游的新名片。

近年来，岚皋县不断加强文化旅游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深入开展群众性文
化旅游活动，积极探索文化旅游创新举
措，全面打造具有文化底蕴、文化特色
的旅游大县。

岚皋县乡村振兴局局长张修鹏说：
“旅游产业发展作为‘四县战略’和‘八
项行动’的重要支撑和抓手之一，是岚
皋顺应‘双循环’发展格局、‘大健康’文
旅发展趋势的最基本优势。 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树牢全域旅游发展理念，依托
特色优势资源，立足一产、培育二产、扩
大三产，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文旅
融合、产旅融合，真正以旅游振兴赋力
乡村振兴。 ”

本报讯（记者 吴苏）6 月 5 日，备受瞩目的首届
“安康蒸面”大赛在西城坊举行，来自 10 个县区的
58 家 （名）餐饮店和美食爱好者同台竞技 、一决高
下。 市领导出席活动仪式，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经过 4 个小时的轮番角逐， 下午 6 时左右，大
赛圆满结束。 本次大赛共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
奖 2 名、三等奖 3 名、创新奖 1 名。 一、二等奖获得
者还同时获得由市人社局颁发的 “安康市技术能
手”称号。 大赛组委会为每家参赛单位和个人颁发
了“安康市地方特色美食文化保护推广贡献奖”。

本次大赛由安康市人社局主办，市创业就业服
务中心、安康技师学院、汉滨区人社局、安康文化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市烹饪餐饮行业协会承办。 竞赛
内容是安康蒸面制作及调味， 每位选手需在 40 分
钟内制作安康蒸面面皮 5 张，完成从搅面、蒸制、切
配、调味、装盘等工序。作品一份送专业评委打分,一
份送大众评委打分, 另盛盘一份供展示区拍照摄影
和现场观众品尝。

为了凸显特色，部分选手还别出心裁地制作出
了由果蔬汁调色的五彩蒸面， 以及鲍鱼炒蒸面、毛
肚拌蒸面、蒸面包肉馅等创新蒸面食品。 为保证比
赛的公正公平，主办方特邀请安康美食界 5 位资深
人士担纲“专家评委”，另外还通过电话报名遴选出
20 名蒸面爱好者组成大众评审团， 通过蒸面颜色、
口感、 佐料的运用、 摆盘等 10 个方面进行综合打
分。

大赛还设置了“大众品尝区”，供前来观看的市
民试吃和拍照，市民周女士说：“感觉这样的比赛很
有意义，蒸面是备受安康人喜爱的小吃，现在全市
范围内，有数百家蒸面店，通过比赛，既能为大众遴
选出‘王牌产品’，同时也倒逼产业不断升级创新，
还能推广宣传咱们安康的美食文化，是一举多得的
好事情。 ”

当日，还有不少网络达人通过直播向广大网友
展示了安康的美食美景。 现场的评委亦是对选手们
制作的蒸面充满期待，大众评委李志平说：“很荣幸
这次能被选为大众评委， 将秉持公平公正， 从色、
香、味、形等方面严格评判，选出本次大赛最出彩的
蒸面产品。 这次比赛的举办，也对推广安康蒸面，让
蒸面走出去，形成可以出市、出省的产业品牌具有
十分重大的意义，很期待以后每一年的赛事，能让
蒸面这种既是小吃又是主食的地方特色被更多人
喜爱。 ”

“蒸面大赛”一等奖获得者黄亚红告诉记者，获
得这份荣誉她非常开心，今后，她会将蒸面制作这
份传统手艺继续传承和推广，让更多的外地游客了
解安康蒸面，希望安康蒸面走出全国、走向世界。

首届“蒸面大赛”裁判长、安康市烹饪餐饮协会

会长毛朝军表示，此次大赛参赛选手整体水平较高，
一些选手还在传统蒸面上进行了创新，做到“传承不
守旧，创新不忘本”，不仅加强了行业交流，提升了安
康蒸面制作水平， 进一步扩大了安康特色美食文化
的影响力。

据悉，首届“安康蒸面”大赛是第七届安康富硒
美食节系列活动之一。 市创业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蔡小安说：“希望通过此次比赛， 提升安康蒸面制作
水平和整体质量，弘扬和传承安康饮食文化，推动和
打造‘安康美厨’品牌，促进安康蒸面品牌化、标准
化、规模化，最终实现产业化，让安康蒸面走出安康，
让‘安康美厨’品牌走向全国。 ”

[链接]
安康蒸面简介

安康是移民城市，且以湖广移民居多。因为人口
的南北交融，造就了这座城市美食的多样性、包容性
和融合性，安康蒸面就是其中之一。 行走安康，无论
在哪一条街，或是哪一条巷子，你都能轻松找到蒸面
的影子……安康蒸面，是一座城市的情结。安康蒸面
是陕西凉皮的一种，是陕南风味小吃一绝。安康蒸面
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走遍安康城的大街小巷，分布
最多的店面就属蒸面店。

安康蒸面以酸辣杂陈为主， 但盘盘蒸面离不开
油泼辣子和一个酸字。家家蒸面做法相同，但家家蒸
面酸与辣香却各不相同———食客吃得就是这一点微
妙。 所以，要达到这种境界，就得在油泼辣子上下功
夫。 用油泼辣子前，要选用色鲜、膘厚、籽多的干辣
椒，在大锅里炕炒，直到辣椒干透。 炒好后用传统的
人工方式磨成辣面子，再用适度的油泼拌，才能成为
上好的油泼辣子。蒸面的醋汤更为讲究。蒸面不能用
生醋，而是把生醋和酱油、大茴、草果、花椒、肉桂、八
角等 10 多种调料， 按照不同的比例放在一起熬制
而成的。各家蒸面都有自己的调料配方，这些配方不
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就是在经营过程中根据食客的
评判改进摸索出来的，密不外传。除了辣椒和醋汤味
道不同外， 每家蒸面店在制作过程中还都有自己的
“秘密武器”。

安康蒸面调味用的醋汤经过几十种佐料精心熬
制而成,可以饮用，口味醇香弥漫，回味悠长。 其面经
纯手工制作，纯天然不含任何添加剂，以保证口感劲
道，品尝起来口感生津风味独特，被美誉为“可以喝
汤的凉皮”，这也是其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凉皮。 经
过数道工序制作完成后，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安康蒸
面就摆在你面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