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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一场别开生面的白河“三
点水” 宴席制作技艺培训班在白河县文化
馆举办，来自全县 62 名乡厨首次集中学习
这具有百年历史的传统宴席制作技艺。 站
在讲台上传授技艺的教师就是白河 “三点
水” 宴席省级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安
康味道”名厨方景明。 30 多年来，方景明从
一个厨师“手艺人”申报为省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为白河“三点水”传统技艺传承耐
心讲解、精心现场示范操作，成为白河“三
点水”宴席传统技艺名副其实的“守艺人”。

方景明，1969 年出生在汉江边的秦楚

边城白河县城，1986 年初中毕业后就到白
河县交通饭店应聘做厨师， 跟着师傅白重
仁学习中式烹饪技艺及“白河三点水”宴席
制作技艺。 从学做最简单的家常菜开始，到
制作纷繁复杂的白河“三点水”宴席。 回忆
起当初的学艺历程， 留在方景明记忆中深
刻的事情是学做鸡肉丸子、 白河肉糕两道
菜品。

制作鸡肉丸子要及时地把宰杀后最嫩
的鸡脯肉，去掉肉中筋膜，保留最细腻的鸡
肉进行捶打，先后五、六次不同程度的加鸡
蛋、淀粉、葱姜水继续捶打，待后加调料用

手搅拌一个多小时让鸡肉上劲， 上劲后的
鸡肉泥做成一个个大小适中的鸡肉丸子，
这样做出的丸子才细嫩， 有嚼劲， 口感滑
爽。 为了一次性做足需要的鸡肉丸子，因纷
繁的工艺要求常常都要工作 15 个小时以
上。 白河肉糕是“白河三点水”宴席中的重
要一道菜品， 选择土猪脊梁骨两边有肋骨
的条子肉，去掉瘦肉、骨头，剩下厚厚的肥
肉用斧头背慢慢地来回砸， 边砸边用刀刮
去肉泥，直到剩下一张肉皮。 砸过的肥肉细
腻如霜， 取鸡蛋将蛋壳一分两半， 来回翻
腾， 再将蛋清倒进肥肉泥中， 蛋黄留作它
用，撒上少许食盐、面粉、加葱姜水去腥，直
接上手揉捏，直到把肉泥揉捏成奶油状，倒
入模具中上锅蒸制 40 分钟后， 每隔 10 分
钟淋上一层蛋黄液， 连续三次才算蒸制完
成，这是考验一个厨师的耐心和匠心。 蒸制
完成后冷却。 冷却的肉糕切成长短一致的
薄片码放入碗底，再放入粉条、木耳、香菇、
黄花等垫底菜后再次上蒸笼接受洗礼。 尔
后取出翻碗，浇上加有小白菜调好的汤汁，
这道闻名遐迩的白河肉糕才算完成。 好菜
必须用好食材，也就是选料，比如宴席中蒸
菜垫碗的洋芋要选高山黄洋芋， 这样才有
泥土芬芳的乡土气息。 一年多的刻苦学习
磨炼，方景明终于学业有成，成为一名有一
技之长的“手艺人”，离开师傅到白河县城
的餐饮企业独当一面的做起厨师。

方景明从小餐饮企业的厨师到春华饭

店的主厨， 这种打工生涯不经意间就干了
30 余年 。 工资也从最初的 200 元涨到了
7000 余元，到最后的 1 万余元。靠做厨师的
手艺小日子也算过的丰盈。

2015 年， 白河县成立烹饪餐饮行业协
会， 方景明凭着在白河县餐饮界的声誉和
地位被选为首任会长， 至此他觉得自己不
再是一个单纯的“手艺人”，而是要扛起白
河县餐饮业大旗的“守艺人”。 结合自己工
作实践，不断对白河县传统宴席“三点水”
进行探索改良。

随着时代的发展，能制作传统白河“三
点水”宴席的人越来越少，为此，方景明毅
然决定辞去高薪的主厨工作，奔走于乡村，
上门做家政服务， 在实地操作技艺中传帮
带一批会制作白河“三点水”宴席的乡厨。

2024 年 4 月， 城关镇安坪村查老爷子
80 大寿，其后人请方景明负责去他家做“三
点水”传统宴席招待为老爷子祝寿的客人。
方景明率领 8 个人上门服务做宴席。 首先
根据主家要求备齐开宴席所需菜品原料，
特别是制作白河肉糕， 方景明对刀工的要
求最为苛刻。 制作全过程，方景明始终站在
徒儿身边，不容许半点偷懒。 竹笋扣肉、八
宝甜饭、清蒸土鸡、红扣肘块，几道大菜需
要炉火的温度才能呈现最完美的口感。 蒸
制的过程，凉菜和炒菜的制作悉数登场。 汉
江盛产的小黄鱼在热油的催化下， 金黄酥
脆，农家自养的羊肉在大火的爆炒中，鲜美
汁浓，徒弟们做不到位的地方，方景明时不
时亲自上阵示范。 繁简不一的各色菜肴，在
师徒的默契配合中，逐一亮相。 方景明一行
8 人用 5 天时间前后做了 120 多桌 “三点
水”宴席，老寿星吃过宴席高兴地说：“能用
方师傅传统技艺制作的‘三点水’这种漂亮
的宴席招待客人是人生中最有面子的事
情”。

白河县有关部门看到老方传艺艰辛，
专门安排白河“三点水”宴席培训项目，把
有厨师基础的全县乡厨统一集中起来授
课，方景明自是竭尽全力将技艺倾囊而授。

除了做“三点水”宴席，把白河主导产
业木瓜引入菜品也是方景明自豪的事情。
原来只是腌个木瓜丝自己吃， 通过多年的
烹饪菜品研发实践， 现在老方能以木瓜为
主辅料做十几道与木瓜相关的菜： 木瓜酸
汤鱼、木瓜丸子、炸木瓜丝等，受到很多客
人的喜欢。

方景明在平凡的烹饪生涯中享受着劳
动的快乐， 也在辛苦的厨师岗位上收获着
来之不易的喜悦，2018 年，方景明被评为安
康市优秀厨师，其制作的白河“三点水”宴
席被评为安康市特色宴席；2019 年 11 月，
方景明被陕西省烹饪餐饮行业协会授予
“陕西烹饪大师” 荣誉称号；2021 年被联合
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授予
“中国美食家”荣誉称号，同时被中国国际
文化艺术合作交流中心授予“文化中国 时
代榜样”荣誉称号；2023 年 4 月被安康市委
组织部、总工会等部门授予“金州工匠”荣
誉称号，2023 年 6 月被授予 “安康味道”名
厨荣誉称号；2023 年 11 月方景明被省文化
和旅游厅公布为白河“三点水”制作技艺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今年以来，石泉县人社局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推进就业
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落实好稳岗就业
政策、资金、项目等，确保重点帮扶对
象务工规模稳中有增，让发展成果更
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扩宽就业之路，突出就业优先导
向。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一头连着千
万家庭，一头连着经济大势。 石泉县
人社局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深入
开展 “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招聘
会”“苏陕协作专项招聘会”“人社工
作进园区”“社保服务进万家” 等活
动，建设石泉县零工市场及城乡建设
服务公司，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
人、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
点群体稳定就业 ，2024 年截至 6 月
底， 石泉县新建运营零工市场 1 家，
并配套开发了石泉县零工市场微信
小程序，实现企业招聘与劳动者求职
在线远程对接。 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
动 31 场次 ， 网络发布招工信息 19
期， 与县内外 222 家企业开展合作，
共提供岗位 1.95 万余个。

授予就业之渔，强化培训“稳技
能”。 一技在身，不愁“饭碗”。 技能培
训是就业的“蓄电池”，也是实现高质
量就业的“加油站”。 石泉县人社局实
施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强基培优”计
划 ，紧扣生态旅游 、富硒食品 （预制
菜）、装备制造、秦巴医药、蚕桑等县
域“五大产业链”及县内、外企业用工
需求的技能信息，组织有培训需求的
对象学技能。 为提升乡村旅游发展，
顺应劳动力市场变化和信息技术发
展新趋势，瞄准新兴职业，挖掘就业
能力，使更多的人一技傍身，成为就
业市场的“香饽饽”。 开展特色民宿管
家培训，深入学习生态旅游背景下民
宿经营管理方法，从而全面提升民宿
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技能水平，推
动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群
众就业增收。 2024 年截至 6 月底，全
县共开展技能 （创业） 培训 1772 人
次， 其中脱贫劳动力参训 763 人次，
易地搬迁脱贫劳动力参训 282 人。

用活就业之策，拓宽群众就业创
业渠道。 就业是经济发展的 “晴雨
表”、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
善民生的重要途径。 石泉县人社局坚持创业培训、贷款、孵
化、补贴、服务“五创联动”支持体系，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
态环境，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乘数效应。 落实一次性
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创业孵化基地（返乡创业
园区）补贴、企业稳岗补贴、一次性扩岗补助、社会保险补
贴等 13 项补贴措施，2024 年截至 6 月底，全县发放创业担
保贷款 1.01 亿元 、 职业培训及公益性岗位等各类补贴
832.53 万元。

织密就业之网，推动就业高质量发展。 就业是民生之
本、财富之源。 解决好就业问题，促进就业稳定，是高质量
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 石泉县充分发挥县镇村三级公共就
业服务体系、零工市场和线上线下媒体平台作用，用心用
情服务好转移就业人员，完善就业相关政策体系，降低就
业出行成本，积极应对就业人口老龄化，完善创业和灵活
就业保障制度，让高质量就业连接起千家万户的幸福。 稳
步推进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持续落实养老、医疗、失业保险
补贴政策。 让广大群众就近获得更加优质的服务，进而推
动就业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石泉县人社局将加力实施最新出台的巩固加
强稳就业 17 条措施、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16 条措施等
系列促就业政策，强化社保政策宣传普及和社保经办暖心
服务，持续实施社保降费、稳岗返还、技能培训、创业担保
贷款等政策， 支持企业更好发挥吸纳就业主渠道作用，全
力谱写好稳就业促就业的“新篇章”。

从“手 艺 人 ” 到“守 艺 人 ”
———记白河“三点水”宴席省级非遗传承人方景明

通讯员 李胜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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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肉糕

方景明现场指导学员

近日， 中国车企比亚迪开始在
日本市场销售其在本地推出的第三
款电动汽车海豹， 定位是纯电动轿
跑，进一步深耕日本乘用车市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以比亚迪
为代表的中国电动汽车企业， 正凭
借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逐渐赢得日
本消费者的信任， 改变了其对中国
制造的刻板印象，成功“圈粉”。

一个周六中午， 记者在位于东
京目黑区的比亚迪汽车专卖店见到
了前来提车的尾形真和他的妻子村
井久美子， 他们购买的是比亚迪在
日本发售的第二款纯电动汽车海
豚。 “我是一名工程师，对新鲜事物
充满兴趣，” 尾形对记者说 ，“这一
次 ， 我想亲身体验电动汽车的便
利。 ”

谈及为何选择中国电动汽车 ，
尾形说，这款车在价格、安全配置 、
驾乘体验、 销售方式上都符合他的
期待。 “在新闻中看到比亚迪的车，
首先被价格吸引， 而且所有安全设
备都包括在标准配置中， 这让我感
觉到他们是在认真做产品。 ”

尾形说， 舒适的驾驶体验及完
善的售后服务也是他们决定购买的
重要因素。 他特别补充说，比亚迪在
电动汽车领域的技术优势和创新能
力有目共睹， 兼顾高性能与实用性
让他颇为满意。

尾形夫妇的购车经历折射出日
本消费者对电动汽车日益增长的兴
趣。 日本是全球重要汽车市场，但目

前电动汽车普及率较低。 日本综合
研究所创新与发展战略中心研究员
程塚正史认为， 新能源汽车在日本
的市场份额将逐渐增长。

日本汽车进口协会数据显示 ，
2023 财年（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3
月） 日本市场的外国产纯电动汽车
新车销量约 2.38 万辆， 较上财年增
长 45%，已连续五年增长。 日本政府
计划在 2035 年前实现在日本销售
的新车全部为电动汽车， 并出台政
府补贴等政策支持汽车电动化。

此间人士指出， 日本产电动汽
车选择有限， 日本消费者十分关注
海外汽车品牌。

自诩为“中国车研究家”的日本
“零零后”自媒体人加藤博人告诉记
者，比亚迪在驾驶感受、操控性等方
面表现优异， 已逐渐确立了独特的
品牌形象。 “多年的造车经验在其电
动汽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这一点
是新兴制造商还无法赶上的。 ”

在试驾了比亚迪在日新推出的
海豹四轮驱动版后，日本车评人、前
赛车手松田秀士迫不及待地与记者
分享驾驶体验：“它的设计理念与日
本或欧洲的车都不一样。 ”几年前他
曾在中国试驾过比亚迪电动汽车 ，
“现在比那时有了惊人的进步，让我
非常惊讶”。

日 本 汽 车 信 息 杂 志 网 络 版
WEB CARTOP 刊文说， 尽管日本
市场对进口车较为苛刻， 比亚迪依
然凭品牌力量和市场策略取得了成

功，其竞争力和增长潜力值得关注。
中国电动汽车能够在日本市场占据
一席之地， 本地化的销售策略也是
成功因素之一。

尾形购车的比亚迪旗舰店东京
目黑店于今年春季开业， 是中国经
销商在日本开设的首家比亚迪汽车
专卖店， 坐落于汇集了全球各大知
名品牌的传统高端汽车销售一条
街———目黑大道。 门店经理福本隆
行说 ， 开业以来店内客户络绎不
绝。

比亚迪汽车日本公司社长东福
寺厚树表示， 公司计划每年推出一
款新车型，“希望成为日本进口电动
汽车的领跑者”。 他说，比亚迪迄今
已在日本开设 55 家门店，计划年内
增至 90 家，2025 年年底前实现在日
开设 100 家门店的目标。

近年来， 中国电动汽车品牌纷
纷积极尝试开拓日本市场———一汽
集团在大阪开设红旗 （日本） 体验
店， 北汽新能源计划今年推出一款
针对日本市场的高端智能电动极狐
车型……中国电动汽车与中国制造
将 在 日 本 市 场 迎 来 更 广 阔 的 前
景。

尾形坦言， 日本充电设备和基
础设施等方面不足， 是车主必须考
虑的现实问题。 “电动汽车的普及和
基础设施的完善是相互促进的 ，我
希望日本的电动汽车市场能更加成
熟。 ”

中国电动汽车何以在日本“圈粉”
新华社记者 张伊伊 李光正 岳晨星

站在岚皋县石门镇小沟村党参田里，李正
鹏弯下腰，双手拔除杂草，让党参苗长得更好。

大学毕业后李正鹏进入国企工作，在外几
年下来，虽有不少积蓄，年迈体弱的父母 ，愈
发浓郁的乡愁 ，都成了远在外地的李正鹏
无时无刻地挂念 。 “后来索性跳出国企，自
己搞点小工程，结果发展前景不好，便想换个
路子走走。 ”

李正鹏想起小沟村种植党参的历史悠久，
或许在中药材上能有可为。 于是，他用三年的
时间开始考察党参品种和市场， 前后去到云
南、贵州、甘肃等党参主产地选择适合种植的
党参苗子，并且亲自在小沟村进行试种，紧抓
下种节令，做试验、扣细节，再向一些有种植党
参经验的村民请教，改进种植方法……功夫不
负有心人，经过努力第一次的试种，党参的品
质非常成功， 欣喜的李正鹏立马拿出 40 万元
积蓄全部投入进去，总共流转小沟村土地 200
亩并实现全面种植， 预计今年亩产可达 1200
斤， 每亩年收入 1.8 万元， 总收入可达到 360
多万元。

同时， 李正鹏计划将继续扩大种植面积，
由 200 亩零星撂荒地发展为 240 亩连片产业
园区，全面推动党参加工厂建设，经初加工的
党参产值可从 60 元一斤拉升到 120 元一斤。
在这种园区模式下，还可吸纳石门镇安置点和
本村的村民约 30 人到园区务工 ， 人均增收
1000 余元，与村集体深度合作，搭建村企共富
桥梁，统一规范种植标准、进行农技指导，销售
参与利润提成，使越来越多的村民驶入致富快
车道。

从土里“刨食”到地里“刨金”，李正鹏的党
参致富路有了眉目。近年来，石门镇通过“引燕
筑巢”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政策支持等方式，吸
引大批像李正鹏一样的“新农人”回到石门，并
不断完善中药材种植品种布局， 截至目前，全
镇共种植党参、淫羊藿、厚朴、连翘、杜仲、大黄
等中药材 8000 余亩， 带动种植户 1000 多户，
户均增收 8000 余元， 一举将中药材种植打造
成石门镇特色产业之一。把希望的“根”深深扎
入石门的土地， 让大家在这片土地上收获着
“新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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