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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声飘过致富路
实习记者 张晶晶 通讯员 王用兰

孙朝辉：

马蕾

孙朝辉

在旬阳市吕河镇险滩村有一对养鸽夫妻档，利用 5 年时间
发展肉鸽养殖，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开启了一条增收致富
新渠道。 如今一只只肉鸽正“衔”来致富“橄榄枝”，他们的生活
也变得越来越红火。

今年 55 岁的孙朝辉与妻子王显秀养殖肉鸽已经有 5 年时
间。 5 年前，他们夫妻二人，瞄准旬阳肉鸽的市场空白，便在老
家的山坡上，开启了养鸽之路，取名为“秀辉肉鸽养殖家庭农
场”。 孙朝辉此前多年在外务工，2015 年时返回家乡，在村里担
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一心为村民做好服务工作。 一次偶然的机
会，去往杨凌学习，了解到肉鸽养殖相关的信息，敏锐的孙朝辉
察觉到其中的商机，便萌生了养殖肉鸽的想法。 回到吕河镇后，
他先是进行了详尽的市场调研，发现肉鸽不仅肉质鲜美，营养
丰富，深受消费者喜爱，而且养殖周期短，投资回报快。 这更加
坚定了他发展肉鸽养殖的决心。 且吕河镇此时还没有养殖肉鸽
的产业，环境适宜养殖肉鸽，孙朝辉便着手去做。

步入新的行业，孙朝辉也显得力不从心，从选址到资金，再
到尤为关键的养殖技术问题，都让他犯了难。 但他并没有退缩，
而是凭借着坚定的信念，一步步克服了困难。 选址时，他跑遍了
吕河镇险滩村的多处角落，寻找适宜肉鸽生长的位置。 在养殖
技术上，孙朝辉更是下足了功夫。 专程去往湖北肉鸽厂家学习
肉鸽养殖技术，亲自参与肉鸽的日常管理，从饲料配比、疾病防
治到鸽舍环境的调控，每一个环节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 学成
后还邀请技术老师，来到吕河镇养殖基地，因地制宜实地教学
两个月时间。 他自己也购买了大量的肉鸽养殖书籍，学习养殖
知识，同时还通过网络平台向其他养殖户请教经验。 为了提高
肉鸽的品质和产量，他还不断尝试优化养殖环境。 经过数月的
刻苦学习和实践， 孙朝辉终于掌握了肉鸽养殖的核心技术，为
他的养殖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鸽舍也逐渐步入了正轨。

走进吕河镇秀辉家庭农场，一排排鸽笼整齐排列，供水、配
料设施一应俱全，一只只体型健硕的鸽子“咕咕咕”欢叫着，一旁
刚孵化出来的乳鸽嗷嗷待哺，共同演奏着一曲“致富乐章”。 家庭
农场负责人孙朝辉和他的妻子穿行其中，正忙着备料、添食、打
扫等工作。 “肉鸽有个特点，就是繁殖能力快、抗病毒能力强，因
为在旬阳境内， 养殖肉鸽只有我这一家， 在市场上需求量比较
大，加上肉鸽可以炖汤、做菜、鸽子蛋营养价值比较高，很受欢
迎。 ”孙朝辉介绍道。

目前，农场养殖的鸽子品种为“白羽
王”，该品种繁殖速度快，盈利周期短，30
天左右就可以出栏，是投资小、致富快的
好项目。在夫妻共同努力下，5 年间，养殖
规模不断扩大， 从最初的 600 羽扩大到
6000 羽，年收入也从几万元增长到 60 万
元。 因为营养价值丰富，肉鸽和鸽子蛋都
颇受市场青睐。 目前肉鸽主要销往旬阳
的农贸市场，还有外地的经销商，肉鸽用
户需求量比较大，达到供不应求的现象。
销路不愁， 让他们夫妻二人发展产业的
底气更足了。 有村民想学习养殖技术时，
孙朝辉都是免费教学，传授技术。

作为村党支部副书记， 村民的发展
也时刻牵动着他的心。 “我们村庄主要通
过自主经营的方式发展产业， 增强集体
经济实力。 镇上有一家名为祥和页岩砖
有限公司的企业， 我们村在其中投资入
股了 150 万元，并且每年都能获得分红。
去年，我们从中分红了 18 万元，同时，部
分村民也在这家砖厂务工。2021 年，我投
资了 80 余万元，牵头成立了秀辉肉鸽养
殖场， 目前养殖场已有 6000 多羽鸽子，
村集体也投入了 20 多万元，预计每年年

底能够分红。 除此之外， 去年我们村集体还种植了 400 多亩牧
草、40 多亩白萝卜和 60 亩烤烟，村集体经济的收益达到了 51 万
元。 ”提及村庄的产业发展，孙朝辉如数家珍般地介绍。

谈起未来的发展，孙朝辉信心满满：“要新增村集体产业，为
村民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带动村民迈上致富新
台阶。 关于鸽舍他也打算重新选址，要建标准化养殖大棚，实现
机械化养殖，自动喂水、自动喂料、自动除粪，提高养殖技术，把
产量提高。 ”

在岚皋县，有这样一位女性，她怀揣着对舞蹈的热爱，点亮了小县
城孩子们的梦想，也为岚皋县的文化事业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她就
是岚皋县小蓓蕾文化娱乐有限公司创始人———马蕾。

“背挺直，脚尖绷起来……”2 月 27 日，笔者来到位于县城文化广场
小区内的岚皋县小蓓蕾文化娱乐有限公司艺术培训中心时， 马蕾正在
给孩子们授课，耐心纠正他们的姿势。

2008 年，21 岁的马蕾从原西安音乐舞蹈专修学院国标系毕业，毅
然选择回到家乡岚皋，创办了原岚皋县拉丁舞艺术培训中心，2022 年更
名为岚皋县小蓓蕾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少儿及成人专业艺术
培训。

然而在创业初期，培训中心只有一间舞蹈教室，招生宣传也只能凭
借在广告栏张贴纸质广告这种原始的方式。 条件虽然艰苦，但马蕾从未
放弃。 她亲自设计课程，用心编排舞蹈，力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她的
指导下绽放光彩。 面对家长的疑虑和市场的竞争，马蕾总是以真诚和专
业的态度去解答和应对，逐渐赢得了家长们的信任和支持。

“在我大概上四年级的时候就非常想学习舞蹈，但是我家在偏远的
山区，没有这方面的学习条件，所以我毕业之后就想回来办个培训班，让岚皋的小朋友和成人也
能接触专业的舞蹈。 ”马蕾回忆道。

从教以来，马蕾带领学员多次参加中央、省、市各级比赛，获得“星星火炬”中国青少年艺术英
才推选比赛金奖、铜奖等荣誉。 2016 年，她还带领孩子们登上了全国少儿春晚的舞台。

在岚皋县老年大学教授爵士舞期间，马蕾发现有很多老年人也想学习不同类型的舞蹈，但当
地的舞蹈培训机构大多只针对年轻人开设课程。 为了满足老年人的需求，马蕾决定在培训中心增
设老年舞蹈班，专门教授他们喜欢的舞蹈类型。 她耐心细致地调整课程内容，确保既能让老年人
学到舞蹈技巧，又能让他们在舞动中找到乐趣和活力。 此举受到了老年人的喜爱，他们纷纷透露，
在马蕾的指导下，不仅身体得到了锻炼，心情也变得更加愉悦。 马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舞蹈无界
限的理念，让舞蹈成为连接不同年龄层人群的桥梁。 授课期间她也会根据学员的年龄和特点，用
合适的方式与其沟通，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舞蹈的魅力。

“我今年 65 岁了，2008 年就开始在这里学习跳舞，接触到了拉丁舞、肚皮舞、爵士舞、老年形
体等各种各样的舞蹈，不仅体态变好了，还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 ”学员包阿姨说道。

培训中心不仅为舞蹈爱好者提供了学习舞蹈的平台，还为她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学员金庭丹
的丈夫常年在外务工，金庭丹则主要在家照顾孩子和父母的生活起居。 为了丰富生活，两年前她
来到培训中心学习舞蹈，如今她已经是儿童班的舞蹈助教。

在多个乡镇小学开展过舞蹈排练的马蕾发现，许多孩子对舞蹈充满热情，不少“好苗子”由于
缺乏专业学习的环境和条件，只能与舞蹈擦肩而过，这让她深感惋惜，也坚定了她开展舞蹈教育
的决心。

随着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舞蹈，马蕾和创始伙伴赵康录制了舞蹈教学视频课程，上传至陕西
公共文化云平台，供舞蹈爱好者免费学习。 这些视频课程涵盖了从基础步伐到技巧的全方位教学
内容，旨在帮助不同水平的舞蹈爱好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 通过这一平台，马蕾不仅
传授了舞蹈技艺，更传递了她对舞蹈的热爱与执着。 许多观众在观看视频后，深受鼓舞，想要加入
舞蹈学习的行列中来，共同感受舞蹈带来的快乐与成就感。

2024 年底，马蕾加入岚皋县妇联组织的大家庭中来。“我希望通过加入妇联组织以后，有更多
推广公益舞蹈教学课程的渠道和机会，让偏远地区的小朋友也能学到专业的舞蹈知识。 ”马蕾满
怀信心说道。

舞动梦想的马蕾，只是岚皋县无数新时代女性的缩影。 她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用智
慧和汗水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为社会的发展进步贡献着巾帼力量。

孙朝辉培训肉鸽养殖技术

胡佳恒 摄

花馍俗称面花，是一种传统食用的制作艺术，从面
团到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工艺品，整个过程包含了传统文
化的沉淀，更包含了无数手艺人的坚持。 在旬阳市，有这
样一位花馍艺人，深受大家的喜爱，是各种展示活动的
“香饽饽”，她就是花馍非遗传承人苗晓娟。

一大早，苗晓娟就来到了店里，准备今天的花馍订
单。 她将一块普通的白面，经过揉、捏、蒸、染等一系列操
作后，变成了一个个圆鼓鼓的寿桃，这些花馍别致的造

型和斑斓的色彩，让原本朴素的面团焕发出了别样的生
机与活力。 “制作寿桃花馍有三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我
们揉造型的时候一定要让它周正， 防止后面东倒西歪；
第二就是醒发过程中， 要一直不停地去观察醒发的状
态，因为蒸箱里面的温度、湿度以及醒发的程度，都要特
别注意；最后是上色部分也非常关键，从重色过渡到淡
色的时候，一定要颜色鲜明，层次分明，一定要把过渡的
色彩表现出来，才能比较自然好看。 ”对于花馍的制作方

法，苗晓娟侃侃而谈。
1985 年出生于陕北的苗晓

娟， 从小好奇地看着村里人将一
团团柔软洁白的面团变成各种惟
妙惟肖的花馍作品。 她怀揣着儿
时对花馍的好奇和热爱， 开启了
与花馍结缘的一生。 在环境耳濡
目染下， 她对花馍制作产生了兴
趣。后来外出务工期间，就职的菜
馆给了她正式学习的机会。“当时
我们在外面打工的那家西北民间
菜馆， 大厅里面就摆了很多形态
各异的花馍， 我就透过橱窗观察
花馍， 做手工艺的阿姨教给我一
些关于花馍的手艺和技巧。 2009
年我结婚的时候， 我老公那边也
在经营着一家这样传统的花馍手
工艺店， 我就跟着外婆和舅娘开
始学习做花馍。 ”苗晓娟回忆道。

经过不断探索学习， 苗晓娟

形成了自己的制作风格，她更喜欢制作色彩艳
丽的大型花馍作品。 2010 年她参加了陕西师
范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面花研
修研习培训，立志不仅要自己掌握面花技艺精
髓和文化内涵，还要培养出更多优秀的面花技
艺传承人。 2018 年，她成立了自己的花馍工作
室。 “我刚开店的时候，接到一个顾客的订单，
定的是鱼的造型。 最开始的时候由于经验不
足，导致这个鱼出现了问题。 然后我们不断地
改进，重复去蒸，通过一个晚上的努力终于做
好，顾客来取的时候非常满意，觉得效果特别
惊艳。那一刻，让我感觉特别有成就感，特别开
心，也特别有信心。 ”苗晓娟说。

凭借一腔热情和学习的韧劲，苗晓娟将日
常灵感和对花馍的独特理解融入作品中。为了
能更好地适应旬阳市场，她根据当地风俗礼仪
习惯，在传统基础上大胆创新。 作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 她整理出旬阳市及各乡镇风土人情，根
据当地风俗礼仪， 融入中国传统元素， 如戏剧脸谱、生
肖， 结合现代影视动画、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等，增加
观赏性、艺术性。 另外，她利用多种传播途径，在各社交
平台及直播平台直播面花制作，使人们超越时间和距离
的限制，体验面花手艺的创作乐趣，交流探讨制作手艺，
讨论如何创新发展等。

花馍店顾客张殿琴说：“我在这买馍已经七八年了，
她家的馍好吃，口感特别好，花形也特别漂亮，大家都很
喜欢。 ”苗晓娟不仅是手艺人，更是“守”艺人。 她的心愿
是能把花馍这一传统民间艺术传承下去，让更多人喜欢

花馍。
她潜心研发出一套系统的面花技艺制作和培训体

系，不定期举办免费非遗面花培训，并带动各乡镇留守
妇女学习制作面花。 将面花艺术进行二次设计， 与装
饰、旅游纪念品等相结合，通过市场化焕发其生机和活
力，带动了剩余劳动力就业，实现扶贫脱贫。

“花馍是我特别热爱的，我将把它当成我终生的事
业一直做下去。 要通过非遗进校园、免费培训班等，让
更多人了解、学习花馍。 将来，我还想给花馍办一个综
合性体验馆，让更多的人把花馍传承下去。 ”苗晓娟说
道。

非遗花馍香溢远
通讯员 乌蒙 周茜

苗晓娟：

苗晓娟

独特的花馍造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