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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腊月，年味逐渐升腾。在吴起县，一碗热气
腾腾的剁荞面，盛满了浓浓的烟火味儿，也融入了温
暖的岁月流年和美好的致富愿景。

一大早，天还没亮，吴起县瑞丰羊肉剁荞面女子
服务队就火速集合，她们要前往姚寺村，做一场嫁女

“席面”，现场烹制，一展身手。
40分钟的车程后，她们抵达宴席地，支案板、搭

火炉、和荞面……负责人崔渊萍招呼着大家立即开
干。婚嫁总管也做起了动员：“咱们喜事要过好，就
看荞面剁得好不好，荞面必须要吃好。”

大约九点半，第一波客人到了，利索的女大厨们
一字排开，进行蒙眼和不蒙眼两种“花式”剁荞面展
示。大刀起，细丝出，若银蛇飞舞又似剑走偏锋，瞬
间点燃现场。亲朋好友们纷纷围观叫好，精湛的手
艺为嫁女宴席增添浓浓的喜庆氛围。

剁面的功夫，羊肉也被端上了餐桌，一碗碗热气
腾腾的羊肉剁荞面出锅了。

“这么多人在这剁荞面，这是咱们陕北的特色。”
“现在更专业了，吃起来比较筋道，这就是待客

之道。”
喜宴上，客人们分批次吃完面，迎亲的队伍也抵

达了。3个多小时，崔渊萍和她的团队默契合作、同
心协力，圆满完成任务，得到了前来赴宴的亲朋好友
的一致称赞。

崔渊萍说：“今天大约待客300人左右，吃了100
来斤面。我们一个月大概能接八九单，很高兴得到
大家的认可。”

吴起县地处黄河“几”字湾，气候干燥，特产荞

麦，吴起人粗粮细作，把剁荞面这一原始古朴又精湛
的烹调方法代代传承下来，做成了“非遗”美食，也托
起了当地百姓创业致富的奋斗故事。

就是靠着剁荞面的技艺，崔渊萍的剁荞面女子
服务队，吸纳了38名妇女就业。她们活跃在甘肃、宁
夏、内蒙古等地，专做红白喜事“剁荞面席”，年收入
达25万元以上。2022年，崔渊萍被评为吴起剁荞面
技艺传承人。有了新的身份，也有了新的使命，她免

费培训了更多的剁荞面手，推广剁荞面技艺。
该服务队队员陈光霞说：“我以前是个全职妈

妈，通过培训加入了瑞丰女子剁荞面服务队，红白喜
事外出剁荞面，收入非常不错。”

“希望我的团队越来越壮大，生意越来越好，学
员都能赚到钱。今后我还会扩大团队力量，把剁荞
面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让吴起羊肉剁荞面劳务品牌
走得更远。”崔渊萍说。

一碗剁荞面，搭起
了一条条就业创业路。
在吴起兴庆路的一家羊
肉剁荞面馆里，虽已过
了中午饭点，但客人仍
络绎不绝，一对“90后”
夫妻店主仍在忙碌。

2019年初，店主白晓江、高维霞相识、相爱，组建
家庭。两年后，随着吴起剁荞面的推广，两人在吴起
县人口较密集的石油新城兴庆路，租下了一间 70平
方米的门面，开起了属于自己的羊肉剁荞面馆。

在两人的勤劳经营下，夫妻店生意越来越红火，
饭点时还一座难求。白晓江说：“新的一年，想把店
往大扩一下，让生意越来越好。”

近年来，吴起县依托厚重的红色地域文化，针
对无技在手、就业无门的城乡富余劳动者、贫劳动
力等重点群体，积极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持续开展
吴起羊肉剁荞面技能培训，常态化为厨艺人才搭建
展示技能、切磋技艺、促进就业创业的舞台。2023
年 12月，吴起剁荞面被认定为“陕西省省级劳务品
牌”。

目前，吴起县已先后组织剁荞面技能培训 2000
多人，带动 640多名学员实现稳定就业，人均年收入
在5万元以上。靠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剁荞面，以
面为“业”的更多学员端上了专职剁荞面的饭碗，她
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愿景。

“张哥、嫂子，马上过年了，我来给你们送副
春联，祝愿你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阖家欢
乐。”临近过年，宜川县丹州街道北关社区建筑公
司家属院楼栋长郝引莲，来到住户张俊生的家
中，送来了喜庆的新年祝福。

71岁的张俊生是宜川县建筑公司退休职工，
在家属院住了 20多年，提到小区的“当家人”郝
引莲，他忍不住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我们小区
环境整洁、邻里相处和谐，这都离不开郝引莲的
努力，这么多年来，她不收取任何报酬，免费为居
民服务，让人打心眼里佩服。”张俊生说。

郝引莲今年 65岁，2009年退休后就负责起
小区的日常管理工作。“我们小区属于家属院，大
家都是曾在一起奋斗过的同事，由于企业改制很
多人下岗，收入并不高，我能做的就是尽心尽力
为大家服务好。”郝引莲坦言，一开始工作并不好
做，由于家属院没有围墙，周边住户多，垃圾随意
堆放，车辆乱停放，小区居民也曾苦不堪言。

为了维护小区环境，郝引莲曾经动员过老伴
和她打扫过一段时间小区的卫生。考虑到这样
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她思来想去，终于找到了
解决的办法，她争取了大家的同意，将小区富足
的公共区域对外开放停车，按照相关政策规定收
取费用。“这样一来，不仅规范了小区的停车问
题，也可以筹措一部分资金用于日常管理，更好
地惠及小区住户。”郝引莲说。

对外来车辆收取停车费后，小区每年可收入
2万元，这些钱除去管理费全部返还给业主，每户
每年可享受1000元的分红。不仅不用掏钱还能
有分红，这样的管理模式在宜川当地鲜有，也让
建筑公司这个老小区，成了很多人羡慕的“幸福
小区”。

郝引莲不仅是小区的“当家人”，也是小区的
“主心骨”。在她的努力下，小区居民之间关系和
谐融洽，小区环境干净整洁，居民们住得放心又

舒心。“我住进来四五年了，小区里谁家有事了，大家一起互帮互助，
非常团结，像一个和谐友爱的大家庭。”住户刘盼盼感慨道。

白延军今年53岁，多年前因为患病行动不便，就来到该小区当起
了门卫，负责外来车辆收费和小区公共区域卫生。“一年下来除去上
交的部分还能收入2万多元，既服务了小区居民，也解决了我生活上
的困难。”靠着这份稳定的收入，白延军贴补了家庭，还和妻子在小区
买了房，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好。“我现在的身体还不适合干体力活
儿，出去找工作也难，多亏了郝大姐的帮助。”白延军坦言道。

在众多居民们的心中，郝引莲热心、勤快，就像个大家长一样默
默地守护着小区。小区里水管坏了，谁家有困难了，她都冲在最前
面，为了小区的事情她没少操心，女儿们担心都劝她尽快“辞职”，但

她却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退休后也没事儿，能发

挥余热为大家服务，我心里挺
高兴的。”谈到 2024 年的愿

望，郝引莲希望能将小
区维护得更加美丽整
洁，让街坊四邻住得更
加舒心。

“我们是龙的传人，这条腾云驾雾的龙
代表龙腾盛世，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这条正
在吸水的布雨龙寓意风调雨顺，这条绕柱而
上的龙寓意步步高升……”随着龙年春节临
近，在延安红街一间展览室内，五十多岁的
非遗传承人高河晓，正在滔滔不绝地向参观
者介绍他为龙年新春创作的《龙腾盛世——
百龙图》。

在这幅长 15米、宽 60厘米的百龙图中，
记者看到祥龙或卧、或蜷、或盘、或戏，神态
各异，每条龙剪工精细，惟妙惟肖。这些龙
或独立存在，或两两一组，拼在一起便成了
百龙图。如果这些龙平铺在地上，一间房子
都不够铺。

百龙图的创作者高河晓，1971年12月出
生在延川县延水关镇石佛村，3岁时因病无
钱医治落下终身残疾，高中毕业后选择了剪
纸艺术的学习和创作，通过30多年的苦心钻
研，他创作了数千幅作品。在国内外的展出
和大赛上荣获 30多次大奖。发表了 500余
幅作品，他本人被编入了《中国民间名人录》
《世界名人大辞典》等18部名人辞书。

“我家就住在黄河边上，黄河这种弯弯
曲曲的走向就如龙的形态，到壶口瀑布游玩
时，见到云雾缭绕之态，当时就感觉龙的意
境出来了，随即我就萌发了创作有关龙的作
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为了使龙的神态更加

生动，我常常跑到村里老人那里倾听关于龙
的故事，也翻阅了大量书报杂志去了解更多
龙的形态及文化内涵。”谈及创作之初高河
晓说，整幅作品其实最大的难点在于创意，
要创作出 100条形态各异的龙，需要大量的
想象力。

百龙图主要有 5个场景，分别为群龙
嬉闹，代表太平盛世中国人民的
精神风貌；八龙戏珠，代表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多龙布雨，代表风
调雨顺、丰收在望；

盘龙上柱，寓意步步高升；龙伏石山吸水，寓
意黄河之水天上来。

“龙是智慧、勇气、力量、富强、吉祥的
象征，也是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
符号之一。”高河晓说，这幅百龙图从构思到
成品，足足用了一年零三
个月的时间，就想借此表

达对祖国的美好
祝福，愿祖国

龙 腾 盛
世、蒸蒸
日上。

挂彩灯、写春联、扭秧歌……龙年春节
将至，黄龙县开展了系列丰富多彩的迎新春
活动，在欢乐祥和的喜庆氛围中迎接新春佳
节的到来。

夜幕下的黄龙，灯光璀璨、五彩斑斓，洋
溢着浓浓的年味。在县城龙飞广场，一排
排、一串串灯笼高高挂起，各类灯饰流光溢
彩，远远望去，红红火火、光彩夺目，为黄龙
的新年增添了一抹喜庆的节日氛围，吸引了
不少群众拍照留念。

“灯笼挂起来、花灯摆起来，一下子就有
了过年的气氛，等小伙伴们回来，我一定约
他们过来打卡拍照。”市民李心雨说。

在黄龙县城步行街，这里布置成了新年
猜灯谜的活动场地。“为营造欢乐祥和的春
节文化氛围，让广大群众度过一个温馨的新
春佳节，今年，我们在县城龙飞广场增设彩
灯、灯笼，在步行街设置猜灯谜活动，此外烟
花秀活动也在紧张有序地准备中。”该县文
旅局党组成员韩剑说。

“咚咚咚咚……”随着锣鼓有节奏地响
起，活力四射，各乡镇威风凛凛的猎鼓队、秧
歌队呈现在群众眼前。连日来，黄龙县人民
广场上锣鼓喧天、人头攒动，各乡镇正在有
序地排练猎鼓演出，力争在新春为全县人民
呈上一场丰富的视觉盛宴。

整齐的服装，欢快的鼓点，灵动的身姿……
演员们跟着几位老艺人，时而飞脚蹦跳，时
而角逐开打，引得不少围观群众阵阵掌声。
表演队里有雄壮的汉子，也有娇柔的女子，

他们一遍遍地根据老师们教的动作练习，为
春节猎鼓表演进行紧张有序的排练。

“虽然表演了很多次了，但是为了演出
效果更好，我们还是在加紧排练，争取在新
春为全县人民带来最完美的演出……”猎鼓
表演者王小红说。

近年来，为进一步传承黄龙猎鼓这一非
遗文化，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黄龙县
文化馆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创新，深
入开展黄龙猎鼓进校园、进军营、进景区活
动，使这一独具特色的鼓舞艺术在新时代呈
现新的生命力，成为黄龙生态旅游一张靓丽
的城市名片。

在黄龙县城西小广场舞台上、在县人民
广场等地，县文化馆、县书画协会等正在为

全县人民进行春联义写活动，一系列活动让
小城年味更浓。

现场，书法爱好者们挥毫泼墨、激情满
怀地将翰墨化作祝福写在春联上。一副副
俊逸的书法春联和一张张风格各异的“福”
字，充满贺岁祈福的喜庆气氛，蕴含着浓浓
的年味和文化味。

“去年我来得晚没有拿到春联，今年我决
定早早来领取。”市民王彩英笑着说，手写春
联很有仪式感，她让书法老师把她的新年愿
望写在了春联上，期待新的一年生活更好。

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在欢乐热烈的
氛围中，小城用热闹喜庆、多姿多彩的文化
娱乐活动，喜迎新年到来，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花式迎新春 小城文化浓
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白杨越

一碗剁荞面 升腾烟火气
记者 刘小艳 黄建斌 实习记者 王凯 通讯员 思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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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传承人“百龙”迎新年
记者 方大燕 杨帆 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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