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岩坪村的甜美年味
记者 叶四青 殷宇峰 实习记者 李汶涛 通讯员 张龙

● 村民在村委会闹秧歌

“以前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现在条件好
了，想吃了就能做。”春节里，吃着自己做的“陕
北八碗”，子长市史家畔便民服务中心花岩坪村
村民白秀娥高兴地说。她和丈夫李光雄用了 20

多斤的猪肉做“陕北八碗”，一家人高高兴兴过
了年。

“2023年，我们卖蜜薯挣钱了，过年就多了一
股甜味。1亩多蜜薯，除了家里人自己吃，自己零

卖一部分，村上合作社还收一部分，能挣不少钱。”
盘算着一年的收入，李光雄高兴地说。

李光雄的小幸福也是花岩坪村所有村民的共
同心声。2023年以来，花岩坪村用好用活《子长
市促进脱贫群众增收十二条奖补措施》，动员村民
通过盘活闲置院落、环境整治腾挪土地等方式，全
村盘活废旧院落38院、腾挪土地5.6亩，用于发展
庭院经济，利用房前屋后，种植以蜜薯为主，蔬菜、
瓜果、小养殖、小加工等为辅的庭院经济，把农家
庭院的“方寸地”，建成增收致富的“聚宝盆”，累计
发展蜜薯种植 117户，蔬菜瓜果种植 104户，户均
收入增加2800元左右。

村上的蜜薯种植户多，种植面积也大，集中
连片栽植面积达 368亩，小蜜薯做成了大产业。

“两年前，我们经过详细了解，决定引进与延安红
薯大小、甜度和颜色都差异明显的山东蜜薯，
2022年试种成功后在 2023年扩大了种植规模，
增加村民收入。”花岩坪党支部书记李安红说，村
上以支部引领、党员示范、村民参与的思路，引进
西瓜红蜜薯和烟薯 25号两个新品种，为村民免
费发放苗木、肥料、地膜等农资，进行技术指导，
村集体以每斤 1.5元的价格保底收购，截至 1月
25日，已收购村民 35万斤蜜薯，通过线上线下已
卖出去20万斤。

腰包越来越鼓、村庄越来越美是村民的共
同心声。花岩坪村兴产业和强治理并重，投小
钱办大事，探新路开新局，实现了村美人和业兴
民富。

天气寒冷，花花草草虽
没了踪迹，但在村民院子
里，柴垛和玉米整整齐齐摞
起，院子里被清扫得一尘不
染。争干净、争整齐、争和
美，早已成为村民习惯做的
事。村上及时修订村规民
约，争取以工代赈资金，按照统一标准、不同风格，开
展了“比干净、比整齐、比和美”的三比活动，谁家干
净整齐和美谁家就能有奖金，村民的好习惯被带动
起来。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激发了村民“自己家乡自
己建”的理念，实现了村户环境整治全覆盖，推动了
村庄公共区域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村民的小家园美了，村上的小环境也更美了。
村上按照区域化、田园化、生态化、产业化的思路，对
老石头、旧楼板、老物件和废旧物重新规划摆放，和
村内百年古树、百年窑洞相映成趣、相映生辉，一方
面有效解决了杂物垃圾乱堆乱放、无法处置、外运困
难的难题，村庄实现了从“脏乱差”到“齐净美”的蝶
变，另一方面，展现了古色古香的乡风乡韵乡愁，体
现出花岩坪村内在的和谐和美。

“有钱了，村庄更美了，我们也要开开心心过个
新年。”李安红说。

天寒地冻，但群众的心里暖融融的。花岩坪村
的幸福年味，在手忙脚乱的年茶饭制作过程里，在烤
蜜薯的阵阵幽香里，在翰墨飘香的对联福字里，在锣
鼓阵阵的串家秧歌里，在古色古香的美丽村容村貌
里，在老百姓比蜜甜的幸福日子里。

乡野烟火处，年味最浓时。
走进黄龙县瓦子街镇偏石民俗
村，浓浓的年味便扑面而来，家
家大红的灯笼高高挂，红红的对
联门上贴，村子里随处可见兴致
勃勃拍照打卡的游客，欢声笑语
此起彼伏，整个乡村充满了浓浓
的年味儿。

夜幕降临，一场热情似火的
“过大年”篝火晚会在这里“龙”
重登场。猜谜语、绕口令、才艺
展示……台上的主持人热情洋
溢、激情满怀地向游客抛出一个
接一个的“橄榄枝”，台下的游客
争先恐后、乐此不疲地缴获着自
己喜欢的“战利品”，朦胧的月光
下笑声飞扬、欢呼不断，每个人
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空气里
充满着欢乐祥和的气氛。

“我感觉今晚非常热闹，活
动也特别好，不仅增添了节日气
氛，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节日
的浓厚氛围。”来自宜川的游客
白先生告诉记者，“我希望每年
都可以举办这样的活动，大家高
高兴兴地聚在一起过个热闹
年。”

随着篝火缓缓升起，活动被
推向高潮，游客们手拉着手围成
一个圈，一起踏着音乐的旋律欢
快地舞动起来，尽情享受愉悦的
节庆氛围。熊熊燃烧的篝火，热
情洋溢的歌舞，溢满幸福的笑
脸，共同构成了一幅欢天喜地迎
新春的幸福画卷。

“我好多年没有这么开心过
年了，感觉像回到了儿时，大家聚在一起唱歌跳舞，
这才是过年该有的气氛。希望2024年我们能常有这
样的快乐。”瓦子街村村民王盼盼高兴地说。

新春有约，风光正美。春节里的偏石民俗村，用
自己独特的方式，为村民、游客带来了一场欢乐与温
暖，让小山村的“原住民”体验浓浓的欢乐，让来到小
山村的“过年客”体验地道的黄龙“年味”，在欢声笑
语中点燃新一年的理想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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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川县城向北行走 15公里，就来到了
贾家坪镇刘家沟村。走进村口，一幅硕大的
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电影《人生》剧照分外引人
注目。放眼望去，一院一院的窑洞古色古香，
院内黄澄澄的玉米垛、火红的辣椒串等乡村

元素十足，一条青石小路向远处蜿蜒延伸。
春节期间，作为北京知青居住过的地方以

及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电影《人生》的取景地，刘
家沟村依托浓厚的文化气息，吸引了周边游客
纷纷前来。

游客贺琼琼正带着孩子在村里游玩，她告诉
记者：“我听朋友们说，刘家沟现在的变化特别
大，是一个不错的新农村旅游景点。今天一看，
这里把传统村落风貌风格充分表现出来，真的非
常漂亮。”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
托。刘家沟村最早起于秦汉时期，1969年，26名北
京知青到刘家沟大队插队落户，与村民同吃同住同
劳动，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83年，根据路遥同名
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在刘家沟村取景拍摄，这座
传统村落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2020年，刘家
沟村被列入第三批陕西省传统村落名录。

据贾家坪镇副镇长樊江华介绍，2022年以
来，刘家沟村以电影《人生》取景地为历史背景，
以乡村建设为依托，对村落原废弃的 87孔窑洞
进行修缮改造和利用，建成刘家沟代销店、窑洞
农家乐、窑洞民宿以及织布坊、酿酒坊、漏粉坊等
陕北传统作坊，设置非遗物品陈列展示室，将传
统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产业，按照“村集体流转+
公司运营+农户参与”的合作模式打造文旅产业，
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动力。

记者看到，游客来到这里不仅可以感受传统
村落韵味，还可以探访酿酒、榨油、漏粉等传统制
作工艺，参与剪纸、布堆画、传统编织等手工艺品
制作，品尝延川特色美食，聆听陕北说书、延川道
情等特色文艺演出，观看《人生》小剧目场景再现
演绎等。

“刘家沟村是体验乡村风情、了解民俗文化、
感受农耕生产、记住乡音乡愁的绝佳地方。春节
期间，我们还会安排扭秧歌、唱道情、看烟花、逛灯
展、猜灯谜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希望更多的人
来此体验延川独特的乡村年味。”樊江华说。

延川县贾家坪镇刘家沟村盘活“旧”资源——

《人生》取景地 焕发新生机
记者 李欢 闫玺 张鑫 通讯员 干轩

小杂粮“致富粮”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王文斌 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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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注意这个鏊子的温度，熟了要
及时出锅，然后让它稍微晾一下再折起来，
黄黄馍就摊好了。”在洛川县凤栖街道办作
善村村民屈海斌家中，屈海斌的母亲张俊
英正在忙着制作洛川特色杂粮小吃摊黄
黄。家里其他人正在忙着制作其他各种杂
粮小吃，摊黄黄馍、滚油糕条、捏软馍……
大家各司其职，忙而有序。不一会儿，各类
杂粮小吃就一一呈现出来，屈海斌和妻子
孙金红及时进行打包装箱，做成杂粮礼盒
进行销售。

在洛川，每到新年的时候，这些特色杂
粮小吃都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点缀。杂粮
小吃是以玉米面、糜子面、荞面等杂粮为原
材料进行制作，品类多样，每一种都是洛川
群众年节记忆中的家乡味道。

孙金红告诉记者，自家的杂粮小吃礼盒
里共装有 8种小吃，分别是油糕、摊黄黄、软
馍、玉米馍、椒叶馍、画眉馍、胡萝卜馍、荞
面卷等，在销售前都进行了塑封或者真空包

装，没有任何添加剂，保证每样小吃到消费者
手中都是最新鲜的。

在屈海斌的记忆中，自己小时候父母就已
经开始制作销售这些杂粮小吃，他们家也是
洛川县最早制作销售杂粮小吃的家户之一，
至今已经经营了 40 多年，尤其是每到年节
前，家里更是忙碌异常。随着屈海斌娶妻生
子，父母也年老力衰，逐渐就把这个手艺传承
给了屈海斌。依靠这个手艺，屈海斌也过上
了好光景。

2011年，屈海斌注册了自己的商标“作善
一品”，进一步打响了自家杂粮小吃的知名度，
生意也越来越好。如今，杂粮小吃已经成为屈
海斌每年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近几年，我们的小杂粮每年销量都
在 2000箱以上。按照每箱 120元的价
格来算，毛收入能达到 25万元左
右。”屈海斌掐着手指头给记者
算起了收入账。

今年，屈海斌小杂粮的

销售形势比往年更加火爆，目前他已经接到
了 1500多箱订单。正月十五之前，他的小杂
粮销售还会迎来一个高峰。这两天，屈海斌
全家都充满干劲，为今年的好收入再加一把
劲。

“销售杂粮小吃是我们家庭的重要经济来
源。我会力所能及地把洛川杂粮小吃宣传出
去，民俗手艺传承下来，努力让更多的人尝到
咱们的特色杂粮小吃，感受到年节的味道。”孙
金红说。

在作善村，杂粮小吃也成为群众增收的一项
重要产业。像屈海斌一样，村里制作销售年节特
色杂粮小吃的群众有百余户，户均收
入在2万元以上，每年村里总销售额

达到 200多万元，真正
将年节特色小吃产

业化，让村里
群众稳步增
收。

● 游客在刘家沟村游玩

● 游客围着篝火欢快地舞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