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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蒸碗，不成席”，对于安康人来
说，过年的美食里一定有“蒸碗菜”的一
席之地，“梅菜扣肉”“清蒸蛋卷”……各
式各样的菜品无不牵动着每个人的味
蕾。 近期，平利县老县镇太山庙村的邹
晓带着他的车厢峡蒸碗，参加了陕西省
丝绸之路非遗美食记活动，用挑剔考究
的食材、正宗传统的做法以及独具一格
的菜式将“车厢峡蒸碗”带上了省级美
食舞台。

42 岁的邹晓从 2000 年应征入伍，
2016 年退伍返乡后入职食品加工企业
工作。 “以前当兵时， 最想的就是这一
口，很多在外奔波的老乡都只有过年能
回来，一口蒸肉能稍微平复他们的思乡
情也好嘛，而且‘蒸菜’作为我们平利县
的特色菜，被埋没太可惜了，我也想把
我们平利美食推出去，让游客提起美食
就能想到‘平利蒸碗子’！ ”谈起创业初
衷，邹晓如是说。

2020 年邹晓萌生了自己创业的想
法， 誓要让更多独在异乡的游子和喜
爱美食的食客们都能尝到平利味道 。
邹晓当即回到老家老县镇杨柳沟 ，利
用自家闲置庭院， 建设高标准制作工
坊， 从传承、 保护和发展的思路为起
点， 收集整理传统宴席肉食蒸碗和老
县桂花米酒封坛文化，研制了以“玉米
面蒸肉”“酸汤肘子”为首的 20 道招牌
菜品。 至此，“车厢峡蒸膳坊” 应运而
生。

为了打开销路， 邹晓自学了视频
拍摄剪辑技巧 ，创立了 “车厢峡 ”短视
频自媒体账号，从取材、制作等各方面
展示菜品 ，收获近 6000 粉丝 ，一批又
一批观看者被视频吸引团购了 “车厢
峡蒸碗”。

随着蒋家坪 AAA 级景区的建成 ,
老县镇旅游产业愈发红火，“车厢峡蒸
碗”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来自西安的刘
女士抱着对平利美食、“蒸碗”文化的好
奇心来到“车厢峡蒸膳坊”后，被“玉米
面蒸肉”独特的味道所折服，“本来看着
这大片的肉会觉得很腻，结果尝了一口
很惊艳，配着米饭吃满口留香，我要买
10 盒‘蒸碗’套装回去让亲朋好友们也
尝尝。 ”

好味道、好食材铸就好口碑。 像刘

女士这样从 “头回客 ”变 “回头客 ”，再
“客带客”的并不在少数。 “老邹，今年还
是老样子， 给我寄 20 套 7 荤 1 素的套
餐，地址不变。 ”重庆的张先生 2021 年
来到老县镇旅游时，第一次吃到“车厢
峡蒸碗”就立即购买了 5 套，并且添加
了邹晓的联系方式，每年临近年关总会
收到张先生的订购消息，其多位好友更
是成为“车厢峡蒸碗”的常客。

一朝从军，一生“兵心”。 邹晓创业
至今，始终坚守着认真、负责、诚信、忠
厚的初心，在保留“蒸碗”传统味道的同
时，不断与外界食材结合。 菜品坚持选
用当地农户猪肉，佐以野生竹笋、广西
优质荔浦芋头等配菜，荤素搭配，形成
独特的美食风味，让人回味无穷。

“我大伯他们就是干厨子这行的，
以前就经常给当地乡亲的红白喜事做
宴席，味道有口皆碑，我传承了长辈们
做蒸碗的配方，再结合现在的饮食方式
进行创新，顾客们一尝就知道。 ”邹晓说
道。

邹晓意识到，面对当代快节奏的生
活，人们很难慢下来去制作美食、享受
美食，方便快捷的食用方式和色香味美
的菜品才能受到顾客们经久不衰的青
睐。 结合以前在食品加工企业的经验，
“车厢峡蒸碗” 很好地平衡了这两方面
的需求， 在保留食物原本风味的同时，
经过蒸、煮、微波加热这些简单烹饪方
式，就可以快速享用到美味，再加上便
利、卫生的包装，让其成为了“傻瓜”操
作的美味和能带得走的“乡味”。

经过坚持和努力，“车厢峡蒸碗”迅
速突起，成为当地极具地方民俗特色的
饮食文化产业， 销售也愈加红火，2023
年高峰期卖出 1500 余套，销售额达 40
余万元，“车厢峡蒸膳坊”申报的“平利
蒸碗子制作技艺”正式列入平利县第三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邹
晓多次应邀参加省市非遗美食推介活
动。

“下一步， 我想好好利用老县镇这
个区位优势，开办一个农旅融合的农家
乐，让更多的来旅游的人都能尝到咱们
平利的特色美食，让‘车厢峡蒸碗’成为
当地的美食记忆点。 ”对于企业未来的
发展蓝图，邹晓有了新的规划。

她日复一日地在平凡的岗位上与企业同
风雨、共命运 ；她在工作中寻找乐趣 、享受乐
趣 、收获乐趣 ；凭借着聪明的头脑 、十足的干
劲、 勤奋的付出以及对工作的热情、 执着，80
后的她磨炼出了超出同龄人的沉稳和干练 。
她，就是 2022 年安康市劳动模范—邢华菊。

走进麻柳镇多乐玩具厂，一个忙碌的身影
映入眼帘，她叫邢华菊，一位 80 后女青年，现
任麻柳社区多乐毛绒玩具厂生产车间主管。 80
后的她，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言谈
举止间，透露出一股女强人的干练与洒脱。 邢
华菊告诉记者，她现在的工作内容就是生产毛
绒玩具、规划生产排线、监督制作质量以及做
好工人的后勤保障服务。

2018 年以来，她共带领着麻柳镇 100 多位
女性在家乡就业，大多数工人都是周边的留守
妇女，既能在家照顾老人孩子，又创造了一些
新的家庭收入，改善了生活。 截至目前，社区工
厂人员做到“零流失”，并带动乡邻一起脱贫致
富，少不了我们眼前这位女主管的一份汗马功
劳。 “我在这上班既能照顾家庭， 又能照顾小
孩，小孩子放在托管还有老师照顾，一个月能
拿到 4000 多元的工资，比以前好太多了。 ”员
工邢万燕感叹道。

万事开头难，在发展初期，面对公司的人
员困境，外来企业人生地不熟，她用自己活泼
开朗的性格带动了周围的朋友加入公司。 “那

时候我们是一个只有 20 多个人的小加工店，
慢慢地通过发朋友圈、 发抖音和朋友交谈，线
上线下共同招聘，直至今日我们的团队有 110
多人，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 ”邢华菊回忆起
2019 年工厂的模样满含心酸。

第一次接触毛绒玩具的她，在没有任何技
术帮助与技术人员支撑的情况下，通过大胆摸
索，昼夜钻研，仅用了短短一个月时间，就熟练掌
握了毛绒玩具的缝制技术。邢华菊说：“工厂成立
之初，我想只要会缝纫机，毛绒玩具就不是很难，
但现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刚开始的时候，不
懂如何操作，为了让自己能快速掌握技术，每天
刻苦的钻研，直到弄明白才下班。 ”

她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自己熟
练掌握技术后，就立刻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其他
姐妹技术活。员工谭梅梅深有感触地表示：“邢老
大对产品质量要求极其严格， 如果扎货不合格，
她会要求我们重新再来。以前我们有不会的都是
组长带我们返工，现在都是让我们自己来，一次
不会就重复来，直到学会为止。 ”

技术上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大部分员工从来没有在工厂里工作过，面对着标
准化的工作流程和制度化的管理，很多人感到非
常的不适应。“毕竟都是在家里面带孩子的，从来
没有进过厂，也不懂得规章制度，突然一下来上
班，要服从管理了，他们都接受不了。我就跟他们
交流，耐心的劝导，慢慢克服这些困难。 ”邢华菊

苦笑着说道。
由于工厂员工都是周边的家庭妇女 ，除

了工作之外还要照顾家庭和孩子， 孩子放学
时间和工厂下班时间不一样， 这就造成了孩
子放学无人照料的情况， 邢华菊得知这一情
况后，积极协调沟通 ，在厂里建立了 “儿童之
家 ”，极大地解决了员工的后顾之忧 ，孩子们
也亲切地叫着她“邢妈妈”。 员工杨从秀一提
到这个话题就滔滔不绝起来：“感谢我们邢老
大提议成立了儿童之家， 才能让我们赚到钱
的同时还能把孩子照看好， 她对我们员工真
的非常细心周到。 ”

自从社区工厂成立以来， 她的手机 24 小
时就没有停止过响动，一直都在忙着处理工作
上的大事小情， 工作几乎占据了她的全部生
活，毛绒玩具厂逐渐走上了正轨，而她的孩子
却跟她越走越远了。 突然爆发的争吵，女儿摔
门而出，让邢华菊一脸愁容：“我发现我的女儿
都不跟我亲近，她几乎不会和我交流，我觉得
心里很难过。 ”

当问起和女儿之间的矛盾是如何解决的？
邢华菊从容地说：“我静下心来给她写了一封
信，内容是妈妈在这里说声对不起，希望以后
当我们发生争执的时候， 我们都不要这么冲
动，遇到问题能静下心来好好解决。 ”在这次严
重的争吵过后，邢华菊意识到不能将全部的精
力放在工作上，父母渐渐老去，女儿渐渐长大，

家庭也需要她。 慢慢地，她在工作和家庭中找
到平衡点，也常常在工作之余陪伴他们。 邢华
菊开心地说：“我女儿的性格变得开朗起来了，
我父母的身体也得到了照顾，能感受到他们逐
渐地变得更好，这是我想要的生活，我现在非
常开心。 ”

如今的多乐毛绒玩具远销海内外多个国
家和地区，优质的毛绒玩具也收获了多位客户
的信赖和认可。 正是由于有了像邢华菊这样对
商品品质的坚守者，才能生产出一批批质量过
硬的产品，才能走出国门，赢取更大的消费市
场。 “她作为麻柳镇返乡创业的一个代表，不仅
用心办好企业，也用情服务厂里的员工。 而且
在我镇的脱贫攻坚、稳岗就业、乡村振兴还有

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 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巾帼楷模。 ”紫阳县麻柳镇
人民政府副镇长田源清说。

邢华菊在“梦工厂”里坚守着、学习着、锻
炼着、成长着，作为一名预备党员，也作为一名
企业干部，她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
勇于创新。 在 2022 年安康市劳动模范评选中，
她被评选为“安康市劳动模范”。 如今的她，对
未来充满着干劲。 邢华菊信心十足地说道：“对
我个人来说，这是对我工作成果的肯定以及鼓
励，是在我工作道路上一份奖励，我希望这个
荣誉可以鼓舞自己坚守初心，同时也希望能够
传递劳模精神，激励大家在自己的岗位职业上
多一份努力。 ”

黄家蒸面， 坐落在老城街道鼓楼西
街这个热闹的巷子里。 从夫妻二人、一张
桌子四个板凳到现在十几名员工， 两间
门面，三十一年的辛勤付出，让这家店铺
不仅成就了黄建军夫妻二人的事业，更
成为了安康人的情感记忆。

黄家蒸面的创始人是黄建军和他的
夫人， 三十多年前老板娘带着他的蒸面
手艺嫁给了黄建军， 婚后他们便在鼓楼
西街巷子口开起了蒸面店。

刚开始的时候， 这家店铺只有一张
小木桌和几把小板凳， 但是他的面香味
却吸引了很多人。 渐渐地，黄家蒸面的美
名开始在老安康人中口口相传。

黄家蒸面凭借着独特的韧劲和口感
以及酸爽的醋汤、醇香的芝麻酱、香辣的
油泼辣子，俘获了一大批食客的味蕾。 黄
家蒸面所选用的原材料都是地地道道的
优质安康货，酱货厂的酱油醋、农家辣椒、
菜籽油、芝麻等，除了对食材品质的把控
外，调配面浆、上炉蒸面、切面等制作工艺
黄老板都坚持人工操作， 最主要的抓料、
熬料等核心环节更是老板娘亲自把关。 他
说：“虽然手工制作会增加时间成本和人
工成本，但可以保证口感，让专程为这一
碗蒸面而来的食客， 品尝到最地道的味
道。 ”

正是这种对品质的坚持和匠心的坚
守，黄家蒸面的生意越来越好。 逐渐地，
黄家蒸面的名气不仅在安康扩大， 还吸

引了很多外地游客。 每逢假期，很多慕名
而来的外地游客便早早到这里排队，离
开安康时， 也一定要在这里打包几份带
回家里。

蒸面已经成为了安康人的一种美食
符号， 黄家蒸面更是安康人的情感记忆，
它代表着那份朴实和美味。 无论是过节还
是寻常日子， 人们总会聚集在黄家蒸面
前，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谈笑风生。 年轻人

们带着父母来这里， 回忆起小时候的味
道；老年人们则带着孙辈来此，传承着家
族的情感。 这里是人们携手共度美好时光
的地方。 无论是哪个年代的人们，都能在
黄家蒸面中找到共同的记忆和情感。

邢华菊：
“毛 玩 ” 托 起 致 富 梦

通讯员 曾雯 罗婷婷

邹晓：
“蒸”出来的好日子

通讯员 方青蕊

刘祥娟：
红薯粉条变“金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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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条不是菜，大家都喜爱”标志性的话语，
一听就让人想起安康的一位抖音达人“娟姐家的
粉条”。 她个子小小， 身体里却蕴含着大大的能
量，通过新媒体渠道绽放自己的魅力，让全安康
人都知道了娟姐家的红薯粉条。

抖音达人“娟姐家的粉条”本名刘祥娟，今年
36 岁，是安康汉滨区县河镇红霞村人。 2008 年从
安康卫校毕业的她成为一名光荣的护士，在医护
岗位上奋斗了十三年后，2020 年因家里原因刘祥
娟选择了辞职回归家庭。

在家中的时候，刘祥娟经一位做直播的朋友
介绍，了解到抖音上也能够赚钱，于是她开始自

学拍摄手法与剪辑，尝试经营抖音
账号。 一次偶然的机会，刘祥娟拍
摄了一条她父亲晾挂粉条的视频，
没想到竟然获得了大量的关注，突
如其来的巨大流量使她信心倍增，
产生了在网上售卖自家粉条的想
法。

“在我出生之前，我的父亲就
开始制作红薯粉条了，已经做了近
四十年，可以说是我父亲靠卖粉条
养大了我和弟弟两人，供养起我们
这个家。 ”刘祥娟说。 在网上爆火
之前，同村的村民都来她家购买粉
条，抖音上获得关注后，不少其他
地方的人也想要在她那里购买红
薯粉条，纷纷询问购买方式，于是
刘祥娟通过网络售卖起了自家粉
条，一个月时间就销售了七千斤。
接下来的两年刘祥娟的新媒体事
业稳步上升，连带着粉条销量也水
涨船高。

刘祥娟不断收集顾客意见，并
对红薯粉条的制作工艺和原料进行改良，在今年
她更新了打粉设备、建立冷库。 “之前有顾客说我
们家的粉条很黑，我就从河南引进了淀粉油粉分
离器，现在做出来的粉条又白又亮，看着就有食
欲。 ”刘祥娟说。 现在刘祥娟通过互联网，一年就
能售卖两三万斤粉条。

刘祥娟的红薯粉条厂不仅为自家带来了收
益，也带动了村里的父老乡亲们增加收入，现在
粉条厂里有 6 名工人， 每个月都能有三千元的
收入。 “我每年 10 月份开始做粉条的时候就来
厂里上班， 已经连续三年了， 每天工作八个小
时，也有时间照顾家里，几分钟就到家了。 做到

年底，一年下来也有上万块的收入。 ”在刘祥娟
红薯粉条厂上班的工人陈俊花笑呵呵地说道 。
刘祥娟积极发动本村的农户种植红薯， 粉条厂
里红薯粉条所需要的原材料都优先从本地收
购，今年她光是在本村就收购了三万斤红薯。

刘祥娟在自身的事业发展起来后，售卖粉条
之余也积极参与抖音公益助农项目，受“山妮子”
罗杨林的邀请加入到了安康环博职校抖音公益
助农团当中。 刘祥娟回忆在助农过程中，印象最
深刻的就是助农团前往旬阳为果农推广滞销狮
头柑那次了。 因疫情原因，旬阳的狮头柑卖不出
去，产生了几十万斤的积压。 果农们看着树上金
黄可口的果子卖不出去即将浪费在枝头，一年的
辛苦就要付诸东流，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刘
祥娟随着助农团前往旬阳了解当地情况，并为农
户拍摄宣传视频，后来助农团又自发组织将狮头
柑运往安康城区进行销售，不少安康人看到旬阳
狮头柑的紧急情况，都纷纷伸出援手购买，两天
时间就销售了几万斤，缓解了滞销难题。

今年 7 月， 在安康市新媒体联合会换届时，
刘祥娟成为安康市新媒体联合会的一名会员，这
之后经常随着联合会成员积极参与各种助农项
目， 在安康的公益助农事业上给予了强力地支
持。

如今刘祥娟不仅在网上销售自家的纯红薯
粉条，还在安康市长兴建材市场开了一家娟姐红
薯粉条店，主要售卖自家的红薯粉条还销售安康
土特产、应季的山货和水果等，拓宽了当地农副
产品的销售渠道。

“互联网的强大力量改善了我的生活， 我也
希望未来能利用这种力量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
的人，在安康市新媒体联合会这个大家庭里积极
参与公益助农，为乡村振兴事业贡献自己的绵薄
之力。 ”刘祥娟信心满满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