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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城岚皋，不少家庭都有做油渣
饼的传统，这是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特
色小吃，也是岚皋在外游子惦念的家乡
味。 巴山徐珍多味手工油渣饼便是其中
的代表。

一大早，位于县城老西街邮政局家
属楼的巴山徐珍手工坊内，煎锅里的菜
籽油慢慢热起来， 弥漫着浓浓的香味。
另一边，徐珍将发好的面团揪成一个个
小剂子放在案板上，再擀成适度厚薄的
饼状， 依次放入准备好的油渣馅料，一
个个包好。

今年 61 岁的徐珍， 是岚皋县石门
镇人，因自己喜欢做美食，4 年前便开起
了巴山徐珍手工坊， 主打手工油渣饼。
徐珍说，在她小的时候父母就经常在家
里做着吃，她也慢慢学会了油渣饼这门
手艺。

每天早上四点，徐珍就要起床准备
一天所需要的食材。 她告诉笔者，油渣
饼要好吃， 关键要在面团发酵上下功
夫。 “首先要选优质的面粉， 特别是水
温、水量要掌握好，一勺面要配多少水，
揉到什么程度，这是最重要的。 ”

做油渣饼的馅料也很有讲究，选用
本地猪的五花肉和边油，焯水之后就开
始熬猪油渣。 “油渣子要好好熬， 熬成
渣，头一天就准备好，第二天再用来制
作馅料。 馅料不要放过多的调料，因为
我们要做的是传承下来的老式味道，只
需放生姜、葱、花椒就行了。 ”徐珍说。

面和馅料准备好后，徐珍开始包油
渣饼。 “把面团揪成大小一样的剂子，擀

成片，再把熬好的油
渣铺上，撒上葱花等
配料卷好，扭成麻花
状的连环套，这样它
就不容易裂开。 ”

将做好的饼放
入油温控制在 170
度左右的煎锅中，徐
珍双手熟练地上下
翻动面饼，观察两边
的颜色变化，当饼面
由浅黄变至金黄，直
到变成金棕色就能
出锅。刚出锅的饼皮
是脆的 ， 还冒着热
气 ，咬一口 ，满嘴都
是清油和馅料的混
合香气。

“我特别喜欢吃
这儿的油渣子饼，尤
其是那个牛肉味的，
非常酥脆，牛肉馅的
中间还有一些我们
这儿的特色辣椒，非常好吃。 ”来购买油
渣饼的食客说。

“过去做油渣饼就用包谷面做 ，那
时候油渣子少，熬一点点油，放一点点
油渣子，不像现在馅料包得多。 ” 徐珍
回忆道。

最开始徐珍做的是传统的原味油
渣饼， 后来她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开
发了艾叶、香椿、茴香等多种味道的油
渣饼，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 800 多个。

渐渐地， 徐珍的客人越来越多，知
名度也越来越广。 徐珍油渣饼被评为
“岚皋味道”十大名小吃、“安康味道”名
小吃，代表岚皋县先后参加了省 、市举
办的各大美食展。 “徐珍油渣饼制作技
艺”也入选岚皋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我想学着像袁家村一样， 把乡亲
们都组织起来，把油渣饼这个非遗小吃
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 徐珍憧憬道。

“接鱼喽……”近日，在老县镇
蒋家坪村稻鱼养殖基地里， 人声鼎
沸，十分热闹，原来是该镇 2023 年
稻鱼综合种养鱼苗投放启动仪式拉
开了帷幕， 在一声声欢快的吆喝声
中，一条条欢快的鱼儿“扑”进了绿
油油的稻田里…

“你看这鱼苗多好，今年保准又
是一个丰收年……” 看着桶里活蹦
乱跳的鱼苗，大家喜笑颜开。

绿油油的水稻伴着徐徐微风摇
曳生姿， 水田间鱼儿肥硕的身影时
隐时现，投放仪式上，农技专家一边
帮农户们投放鱼苗， 一边向农户们
逐一讲解着稻渔综合种养的各项技
术要领， 村民们听得认真、 学得仔
细。

“去年我们就对原来的稻田进
行了改造， 修了深沟渠， 建了深鱼
凼，投放了 5000 条鱼苗，项目技术、
销路都不愁，利润也比较可观，今年
我们就继续扩大规模、 完善基础设
施。 今天一次性投放了 3200 斤鱼
苗 ， 预计下半年每亩收入能达到
2500 元左右。 ”蒋家坪村稻鱼综合
种养基地负责人余治东眼睛笑成了
月牙，充满了信心。

“这里的稻田养鱼没有使用任
何农药化肥和饲料，鱼都是吃杂草、
昆虫等长大， 鱼粪又可以被水稻吸
收，这样原生态的稻谷和鱼都深受
消费者喜爱 ，销售不成问题 。 村
民们都愿意把土地用来发展 ‘稻
鱼共生 ’综合种养业 ，今年 ，全村
稻鱼综合种养面积已扩展到了 200
亩。”蒋家坪村党支部书记寇清新介
绍道。

据悉， 为进一步提升水稻综合
生产能力，实现高效高产发展模式，
老县镇积极探索发展“稻鱼共生”种
养模式，在一田两用、稻鱼双收的基
础上，通过土地流转、劳务用工等方
式辐射带动周边 50 余户农户增收，
人均年增收达 5500 元以上。 “小鱼
儿”游进了稻田，扑腾出了乡村振兴
的致富水花。

下一步老县镇将以“稻鱼共生”
养殖发展模式为契机，立足实际，积
极发展新的稻田养鱼基地， 加大种
养技术培训力度，打响“优质米+生
态鱼”的名片，带动更多的群众增产
增收， 让蒋家坪村的农旅融合发展
路子走深走实，实现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格局。

本报讯（通讯员 赵久刚）近期，白河县市场
监管局全力开展夜市摊点和美食节食品安全专
项整治行动。

该局在白石河右岸狮子湾亲水广场主会
场、廊桥附近、右岸区一条街，组织执法人员全
力投入到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和产品质量服务
保障工作中。 为处理好管控食品安全风险与优
化营商环境关系， 该局主动对接活动主办单位
和经营者， 现场指导食品经营者做好食品安全
相关工作，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各项制
度， 完善经营主体信息台账， 倡导主办方要用
“管理+服务”理念进行管理，及时解决商家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为经营主体“掌灯引路”。
当好志愿者、展示好形象、服务好大局，本

着“便民不扰民，放开不放任”原则，该局根据夜
市经济特点，适时调整监管力量、时段和频次，
对夜市经济实行包容监管、 审慎监管、 柔性执
法， 在服务好夜市经营者的同时采取约谈、建
议、提醒、劝告等手段，督促经营者依法经营、规
范经营、诚信经营。执法人员还对经营户的液化
气罐安全、明码标价、产品质量等进行检查，严
禁销售过期食品，杜绝缺斤少两行为，防止侵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守护城市“烟火气”。

该局充分利用 12315、7822241 热线等多种

途径受理群众投诉举报， 畅通消费投诉举报渠
道， 做好夜间消费投诉举报受理和现场执法有
效衔接， 确保受理问题件件有结果、 事事有回
音，努力为群众营造一个安全、放心、干净、整
洁、规范、有序的食品消费环境。 为加强风险管
控，该局成立突发事件应急小组，及时处置突发
事件，督促商户消除安全隐患，为白河夜市经济
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据统计，该局近期出动执法人员 120 人次，
检查食品小摊位、烧烤店 150 多家，现场发现整
改问题 30 多个。 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 10 份。

“技能大赛太好了，没想到日常保育还能拿奖品，下
次有这种活动我还要报名参加……”宁陕县城关镇三星
安置社区第一届创业就业技能竞赛保育技能一等奖得
主曾芳激动地说。

近日，宁陕县城关镇三星安置社区第一届创业就业
技能竞赛开赛，来自艾丁堡幼儿园、三星安置社区家政
服务中心、 陕西优品优服饰有限公司的 80 余名选手同
台竞技。 大赛包含保育技能、家政服务、服装制作、烹饪
技术四类 8 项，涵盖幼儿进餐保育、心肺复苏及急救等
内容，以现场裁判打分形式角逐前三名，颁发荣誉证书、
奖杯和奖品。

比赛现场气氛紧张热烈，各参赛选手在不同竞赛项
目中拼技能、显身手 、展风采 ，角逐各领域最佳技能人
才。 来自三星安置社区家政服务中心的陈尚凤说：“这次
技能比武的形式丰富，搭建平台跟其他高水平的选手同
台竞技，既是‘PK ’，也是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一次机
会，展示出了我们精湛的技艺、扎实的功底。 ”

“开展技能竞赛旨在有效检验竞赛选手的知识储备
和动手能力，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
促建，激发社区职工的劳动热情和创造能力，提高生产
技能，增强市场竞争力，促进社区群众就业增收。 ”宁陕
县城关镇社区党总支书记叶祥友介绍：“本次技能大赛
涉及诸多人员、资源组织调配，事项复杂，组织难度大，
但有了共建单位的大力支持，我们明显感觉活动筹备组
织更加顺畅、活动效果更加好。 ”

举办创业就业技能竞赛只是宁陕县城关镇助推全
民创业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宁陕县城关镇坚持党建引
领，积极探索城市党建工作新模式，以“组织同建、阵地
同管、要事同办、环境同治、效果同评”的“五同”工作机
制为抓手，整合共建单位力量，共谋活动、“同筹”资源，
加强劳动技能培训，拓展就业岗位，在全力保障群众稳
定增收上下硬功夫， 发挥共建单位助力社区发展的作
用，用党建力量推动管理增效，助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动力。

此外， 该镇党委针对社区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
留守老人和妇女居多的实际，指导社区党组织结合市场
需求，成立劳务公司和家政服务公司，组织开展以家政
服务、医疗陪护、母婴护理、酒店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的技
能培训 10 余次，培训 450 人次；建立劳务协作机制，与县
内外医院、康养机构、企事业单位签订劳务外包协议，实
行有组织的劳务外派 53 人；新建服装厂、餐饮服务、创
业孵化基地等 37 家经营实体，社区居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

“我们将全力推进‘五同’工作机制，实现各方力量
配合联动、互促共融，共谋一事、共建一城。 同时，将常态
化开展创业就业技能竞赛活动，使更多的技能人才参与
进来，相互交流技艺、增长见识，让更多人了解技能人才
的价值和重要性，带动广大劳动者学习技能、掌握技能，
实现以技能促就业增收，为群众能够‘搬得出、稳得住、
快融入、能致富’打下坚实基础。 ”城关镇党委书记张瑞
说。

本报讯（通讯员 陈守燕）“新时代的
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
来、 奋斗出来的……”“请申报魔芋种植
的农户，尽快到村委会领取魔芋种……”
“要聚焦房前屋后、院落、厕所、道路、沟
渠等重点区域， 清理房前屋后的柴草杂
物、生活垃圾、禽畜粪污、农业生产废弃
物等，共同维护好干净、整洁、舒适、美观
的幸福家园……”日前，14 组 AI 云广播
在安康城投定点帮扶的紫阳县向阳镇钟

林村响起，成为基层宣传的有力载体，标
志着安康城投数字乡村帮扶项目全面竣
工并正式投入使用。

据了解，今年 3 月，为有效解决钟林
村面积大、农户分散、基层治理效率不高
等难题，安康城投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协调中国建设银行投入 20 万元，在钟林
村实施了数字乡村项目， 建立了 1 套综
合管理服务平台、1 套手机端远程管理
平台、14 组云广播系统、3 组车辆抓拍系

统 、12 组云监控系统 、1 组土壤探测系
统、1 组水位监测系统。

目前， 系统实时监控、AI 云广播、大
数据大屏等基础民生功能已全面实现。通
过借助各个摄像头实时监控、回传画面等
功能，使全村重要出入口和关键点位监控
全覆盖， 有效提升全村人民的安全感，真
正达到综合治理、群防群治的目的；借助
智慧大喇叭，“一点录入，多终端播报”，让
党建、平安建设、防汛度汛、新民风建设、

和美乡村、森林防火、惠民政策等信息第
一时间“飞”入田间地头，传入每家每户，
打通了农村宣传的“最后一公里”；通过村
委会会议室电视大屏，人口分布、收支信
息、资产分布、产业项目等村情信息集中
展示，以“数字化”促进“精细化”，推动帮
扶村信息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得到
综合完善的同时，加快推进了现代数字技
术与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的全面融合，全
面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

近日，走进石泉县喜河镇双沟
村的标准化蚕房，方格蔟整齐排列，
大蚕均已上蔟结茧，白花花的蚕茧
形似鸽子蛋，光洁饱满，蚕农们正忙
着整理方格蔟，无数粒圆滚滚的蚕
茧被快速采摘下来装袋码放整齐。

一大早，喜河镇长阳茧站门口
停满了装满蚕茧的小货车、三轮车、
摩托车，蚕农们拿着一袋袋的蚕茧
排起长龙，等待着工作人员验茧，搬
运 、抽检 、过秤 、定价 、开票 、付款
……夏茧收购如火如荼，看着白花
花的“茧袋子”变成实实在在的“金
袋子”，蚕农们的喜悦溢于言表。

“今夏蚕茧价格好，1 公斤茧能
卖 52 元，我家养了 18 张夏蚕种，卖
了 3 万多元，加上春蚕收入，今年养
蚕已经收入近 10 万元了。 ”刚卖完
蚕茧的蔡河村蚕农何家平开心地
说：“接下来的秋季蚕， 我预备再多
饲养几张蚕种，争取全年收入比去
年再上一个台阶。 ”

在喜河镇，像何家平这样全年
养蚕收入在十几万元以上的蚕农还
有很多，通过大户带小户的形式，蚕
农们团结协作，不断发展壮大蚕桑

产业，实现共同致富。
近年来， 喜河镇将蚕桑产业作

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重点内容来
抓，以“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
展模式，走出一条“小桑蚕推动大发
展”的产业发展路子，为群众增添致
富新“丝”路。 通过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保障措施，大力宣传引导，
鼓励农民兴桑养蚕， 当前喜河镇种
桑农户已达 235 户，种植桑田 2000
余亩。同时，该镇不断推行蚕业标准
化生产，实行“小蚕共育化，大蚕省
力化，上蔟自动化”的生产模式，努
力提高蚕茧产量和质量， 大力培育
党员养蚕示范户和典型大户， 发挥
大户示范带动效应， 推动喜河镇蚕
桑产业稳步实现增产增收。

据悉， 今年喜河镇夏蚕共养殖
503 张，截至目前，夏茧产量达 12.3
吨，预计总产值达 60 余万元，实现
夏茧收购“开门红”。下一步，喜河镇
将按照“立桑为业、多元发展、生态
富民、开拓创新”的发展理念，坚持
栽桑养蚕、栽桑“养”人双向发力，加
速推动全镇蚕桑产业做大做强、提
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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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鱼共生”激发
乡村发展活力

通讯员 徐信倩 陈娟

夏蚕喜丰收 结出“致富茧”
通讯员 王玉鑫

安康城投数字乡村帮扶项目在定点帮扶村正式投用

盛夏的夜晚，旬阳市大街小巷灯火
通明，市民们纷纷走上街头，热闹非凡
的夜间消费场景，不仅让城市有了更多
烟火气，也为消费市场增添了活力。

晚上七点， 康华园夜市人潮涌动，
街道两旁，一个个摊位有序排开，广东
肠粉、杂粮煎饼 、长沙臭豆腐 、冷锅串
串、烤串……琳琅满目的美食商铺令人

目不暇接，各种地方美食齐聚一堂。 市
民和游客不时驻足，体验美食给味蕾带
来的愉悦。

“我是从西安过来找我朋友， 这里
的东西都非常好吃，也有很多开了很多
年的招牌店， 在享用这些美味的同时，
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旬阳的美食文
化。 ”游客关一帆表示。

在与康华园隔着旬河的旬阳特色
美食街上，店主陈安国在此经营着一家
鸡蛋灌饼店，每天傍晚开始，他就要与
家人连续忙碌三四个小时，直到晚上十
点多才能稍微空闲下来。 “前半天加工
食材， 从下午 5 点开门到晚上 11 点结
束。回头客比较多，都是老顾客，一天能
卖 100 多份。”陈安国说，他开这个小吃
店已经 13 年了。

除了吃夜市，晚间也成了家长与孩

子们玩乐的亲子时光。在鲁家坝的云里
梦想乐园，绚丽的灯光、动感的音乐、刺
激的游戏，呈现出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
盛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这里有
很多娱乐项目， 有大人玩的有小娃玩
的，放暑假了带娃来这里，很凉快，孩子
们也很喜欢。 ”游客刘粉说。

据旬阳市鲁家坝云里梦想乐园负
责人周龙介绍，该乐园引进了大型灯光
展以及西游记主题巡演活动，随着活动
的逐渐深入，现在整个园区的日接待游
客量已经达到 800 多人次。

旬阳市积极把握当前新兴消费趋
势， 通过不断创新充分释放消费潜能，
丰富夜间购物、餐饮等城市夜间经济业
态，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夜间的“慢
生活”，让鲜明多元的“夜”态为旬阳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夜经济”成为旬阳消费“新引擎”
通讯员 王瑛 王用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