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宜川县牢

固树立和认真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坚决落实生态文

明建设责任，坚持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扎实推进全域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成

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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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天刚蒙蒙亮，延川县贾家
坪镇邀家河村的呼满红一家已经忙碌了
起来。窑洞中，七八个人生火搭灶，正在
热火朝天地制作粉条。

和面是制作粉条的关键工序。四人
围着一大盆淀粉面，同时用力反复揉搓，
直到软硬合适。和完面，就到了最关键、
最讲究手艺的环节——漏粉。

屋内早已热气弥漫，有着多年漏粉
经验的呼满红，此刻正站在铁锅前，一手
将装满淀粉糊的漏瓢保持平衡，一手均
匀地敲打着漏瓢。在他的一番操作下，
粉条从漏瓢底孔流出，拉出细细长长的

“丝线”，滑进铁锅滚烫的热水里。
“丝线”在锅里快速受热，成为半透

明状的粉条，成型的粉条被长筷子打捞
到锅台边的冷水槽里快速冷却，增加韧
性，最后被一根木棍撑起，搭到架子沥
水。

漏粉，讲究的是一气呵成，从开始漏
到结束，中间不能停顿。呼满红从20多
岁就开始学习漏粉，与漏粉打了半辈子
交道，练得一把好手。

“我漏粉 30多年了，年轻时漏得粗
细不匀。没办法，只能慢慢练，练到胳膊
都肿了，慢慢才漏得均匀了。”说起学漏
粉的事，呼满红仍记忆犹新。

早上漏完粉，下午还得为明天漏粉

做准备。勤快的妇女们围坐在铝盆前，
把一颗颗裹满尘土的土豆清洗干净。

“这是我们种的红洋芋，专门用来漏
粉。这个洋芋产量高，含淀粉量大，口感
好，洋芋粉条非常好吃。”村民康永梅说。

清洗干净的土豆经过机器上传、粉
碎，渣浆分离，然后被倒入瓮中沉淀淀
粉。沉淀后用布兜吊着沥尽水分，形成
如白色石膏一样的面胚，这便是和淀粉
面的原料。

太阳出来后，村民们便把早上漏好
的粉条进行晾晒，晒干之后的粉条可以
长时间保存。因为是纯手工制作，不含
任何添加剂，粉条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
剔透，如一面面白色玉屏。

“我们村制作粉条后，大家的光景都
好了。粉条好，不出村就卖光了。”贾家
坪镇邀家河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呼宏斌
说。

粉条制作好后，能否经得起味蕾的
考验成为验证它“好”与“坏”的唯一方
法。

在贾家坪镇刘家沟村，独具特色的
陕北“全粉宴”在游客的满怀期待中开
席。猪肉撬板粉、陕北大烩菜、土豆炒细
粉、粉不溜……由粉条制成的佳肴摆满
了餐桌。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拌水粉，将
刚煮好的水粉盛到碗中，再浇上特制的

料汁，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开吃了。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

烹饪方式。这些手工制成的粉条只经过
单纯的水煮，吃起来爽滑劲道、回味独
特，让游客大呼过瘾、嗦粉不停。

“今天这个饭很惊喜，很有当地特
色，尤其是这个粉条做得非常好，比我们
在超市里购买的要好。”游客刘婷婷说。

为了更好地满足游客对漏粉新鲜度
和多样化的需求，刘家沟村的粉坊不同
于邀家河村的传统家庭手工式作坊，这
里采取了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方式制作
粉条。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养浆、揣芡、
磕瓢，同时用现磨的红薯粉、土豆粉简化
了前期准备工序，挂粉时还运用冷库，使
得漏粉不再受到季节与温度的限制。

“以前漏粉全靠在磨上推，现在的话
既省力又省工，像以前六七个人的营生，
现在两个人就能做好。而且有了冷库，
春夏秋冬都能漏粉了，非常方便。”漏粉
师傅呼振东说。

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的重视，农村
地道的手工粉条、手工豆腐越来越受到
食客的欢迎，这也让当地百姓看到了商
机。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发展乡村旅游，
作为路遥小说《人生》1984年改编电影
的取景地，刘家沟村不仅复原了当时的

窑洞建筑，保留了极具特色的文化产品，还
在村里建起了小吃街，将各种陕北特色小
吃囊括其中，把独具特色的美食变成发展
旅游产业的优势资源。

“小吃街主要以水粉、粉不溜，还有豆
腐、麻汤饭等特色小吃为主，粉条是粉坊现
漏的，豆腐是现磨的卤水豆腐，游客吃了要
是喜欢，还可以现场采购。”刘家沟行政村
古村落经理刘琪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贾
家坪镇的洋芋粉条制作加工已有超过百年
的历史，原生态的制作方式，零添加剂的制
作用料，虽然确保了纯正的口感，常常供不
应求，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费时费
力成本高，一直限制着粉条产业的进一步
发展，难以形成规模。而且，随着时代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远离大山、走出农
村，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也在考验着粉条的
制作。

“粉条加工制作面临小而散、知名度低
的困境，大部分粉条自产自销，经济效益不
高。粉条作为我们镇传统产业，如果挖掘
好、发展好，将是一项增收致富产业。”贾家
坪镇副镇长樊江华说，下一步，贾家坪镇将
通过多种措施，引导粉条产业走规范化、规
模化道路，从传统小作坊变成适应市场经
济的食品加工点，利用代销店帮助群众打
开销路，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李浩楠）福赠春联祈平安，奋
笔挥毫迎新春。在2024年春节到来之际，为营造喜
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月23
日，延长县七里村街道槐里坪社区组织开展以“辰龙
送瑞 春联传福”为主题的义送春联活动，现场为群
众写春联、送春联，带去浓浓的年味和新春的祝福。

活动现场，墨香飘溢，气氛热烈，书法爱好者们挥
毫泼墨，笔走龙蛇，一张张饱含祝福的“福”字，一副副
充满吉祥寓意的春联，吸引了不少居民群众前来排队

“取福”，大家拿着散发墨香的春联，爱不释手。
前来参加活动的群众一边欣赏，一边选对联、评

对联，忙得不亦乐乎。“不仅现场观看了书法家们挥
毫泼墨，而且第一时间收到祝福满满的春联，非常高
兴！”居民张女士举着福字，一脸喜气洋洋。

“我今天写了十几副春联了，希望把福气、运气
和喜气送给大家。祝社区的居民朋友们阖家欢乐，
龙年吉祥。”书法爱好者郭彩荣把一副墨迹未干的春
联送到群众手中，高兴地说。

活动最后，槐里坪社区工作人员还与书法爱好
者们前往小区、商铺、居民家中给行动不便和未参加
活动的居民送上饱含祝福的春联。

此次活动以送春联为载体，加强了社区居民之
间的交流互动，营造了良好的社区文化氛围，更是将
节日的温暖传递到了大家心中，为即将来临的春节
增添了浓浓的喜庆氛围。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特
色激发活力，以活动凝聚人心，切实增强居民的认同
感、归属感和幸福感。”槐里坪社区服务中心主任白
采玉说道。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计为辖区居民书写并赠送
春联500余副。

宜兴位于太湖之滨，是世界知名陶都；延长地处
黄土高原，两地相隔千里之遥，在东西部协作国家战
略的大背景下，延宜两地按照“企业+政府+社会组织+
爱心人士”的模式，携手创办了中超利永延长紫砂陶
乡村振兴工场。由延长县免费提供雷家滩广场双创
中心一层，引进国内紫砂制作龙头企业中超利永紫砂
陶有限公司，成功将宜兴“富贵土”送到黄土高原，以
宜兴最大的富民紫砂产业助力延长乡村振兴。

走进延长县中超利永延长紫砂陶培训车间，数十位
学员正在全神贯注地制作紫砂壶，学员王霞就是其中一
位。

“在不忙的情况下，我利用业余时间过来做做紫
砂壶，可以充实一下自己的生活，也可以学一门技
术，还可以挣点钱，我觉得挺好。”王霞提起这份工作
赞不绝口。

为了提升中超利永延长紫砂陶乡村振兴工场学
员的技艺，中超利永有限公司派出专业老师长期免
费授课，他们从紫砂特性到绘图，再到手工壶、模型
壶的制作、烧制、整口、打磨、修补等知识，逐一认真
讲解，亲自示范，耐心答疑，精心授业。2023年 8月
来到延长的工艺师王红群就是其一。

“现在学员们的技艺已经十分娴熟了，我现在主
要任务就是引导他们做一些难度大一点的新的壶
型，更好地跟市场接轨，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收入。”王
红群说道。

中超利永延长紫砂陶乡村振兴工场于2021年9月
正式开始招收学员。截至目前，累计培训学员200余
人。今年47岁的段小芳是第一批学员，经过两年多的学
习、实践，她的制壶水平也愈发娴熟，收入也越来越高。

“刚开始的时候什么也不会，到这儿来以后，经
过老师的耐心指导和自己长时间的学习制做，现在
能做5个壶型了。”段小芳高兴地说，“之前我就是一
名家庭主妇，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只是空闲时间过来
做，一个月最多还挣过3000多块钱呢。”

如今，中超利永延长紫砂陶乡村振兴工场已进
入良好成长期，截至 2023年底，该乡村振兴工场的
紫砂产品销量已达上千件，销售收入累计达80万余
元，学员们的收入也在不断提升。

中超利永延长紫砂陶乡村振兴工场负责人贾海
刚表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巩固学员的制壶水平，
提升我们壶的质量。同时积极拓宽销售渠道，把我们
学员的作品推广到延安乃至整个陕西地区，让学员的
收入得到巩固和提高，吸引更多人加入我们，掌握一
门手艺，稳定就业，为延长县的乡村振兴贡献我们的
一份力量。”

城区集中供热清洁供暖率达
百分之百

走进宜川县石沟坪集中供热站，笔
者看到5台燃气锅炉正在运行中。在燃
气锅炉车间，丝毫感受不到煤炭燃烧产
生的刺鼻气味，脚下也没有煤粉浮尘，整
个车间干净整洁。

石沟坪集中供热站于 2021年 11月
1日正式点火供热，用热户4400余户，供
热面积达63万平方米。实施石沟坪“煤
改气”工程后，每个采暖季可减少燃煤消
耗 1.2万余吨，减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排放约 180吨，减少废渣及粉尘约 1500
吨。至此，宜川城区集中供热清洁供暖
率达百分之百，名列全市前茅。

“根据县委、县政府坚决打赢蓝天保
卫战和全面实施城区清洁供暖的精神指
示，启动了石沟坪集中供热站‘煤改气’
工程。拆除了 20吨燃煤锅炉 4台，安装

了15吨燃气热水锅炉5台。煤改气后改
善了城区环境，提高了空气质量。”宜川
县城管局供热监督中心主任宋平说道。

全市首个生活垃圾热裂解无害
化处理项目建成投用

生活垃圾处理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重要内容之一。

笔者来到位于宜川县丹州街道办西
坪塬村的垃圾热裂解气化处理厂。远远
望去一股白色的雾气从处理厂顶部烟囱
冒出，走进发现，厂区周边空气中没有任
何异味。

作为全市首个生活垃圾热裂解无害
化处理项目，该项目的落成实现垃圾日
处理量 80吨，全县垃圾减量 95%以上。
既实现了城乡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减
量化排放、无害化处理目标，又提升了全
县人民的生活质量，促进了宜川乡村振
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生活垃圾热裂解项目是引进社会
资本方投资建设，按照‘户分类、村收集、
镇（乡）转运、县处理’的模式进行处理。
建立了‘1613’三级垃圾收运处理体系，
对全县所有的垃圾进行热裂解化处理。”
宜川县住建局一级主任科员柴建平说。

全县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

如今，漫步于宜川城区而过的仕望
河畔，清澈的河水、整洁的步道和两岸的
盎然绿意，构成一幅美丽的山水图画，成
为水清岸绿美丽宜川的特色风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宜川县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以河湖长制为重要抓
手，实行县级双河湖长，严格落实县乡村
三级河长巡河制度，按照刚性治标、系统
治本的治理原则，持续大力整治河道“四
乱”问题，基本实现了河流水质从原来的
劣Ⅴ类、Ⅴ类、Ⅳ类，逐步转变为Ⅲ类、Ⅱ
类稳定达标水质。

“目前，县域内河道水环境、水生态得
到明显改善，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
升。”宜川县水务局河长办主任罗庆玲说。

生态环境质量整体稳定向好

近年来，延安市生态环境局宜川分局
认真践行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工作方针，始
终保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战略定
力，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持续拓展深化
各项举措，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工作成
效显著。

截至 2023年 11月底，全县 3个国控
断面平均水质全部达到考核标准，2个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空气优
良天数 291天，综合指数 3.21，位列全市
第四，PM2.5均值 20微克/立方米，位列全
市第一，各项空气指标均达到国家环境
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总体
稳定，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整体上呈稳定
向好态势。

义写春联迎新春

● 书法家现场义写春联

黄土地上飞来“富贵土”
——宜兴紫砂助力延长乡村振兴
通讯员 李浩楠 李彦宽

● 学员在制作紫砂壶

以绿为底 向美而行
——宜川县生态建设回眸

通讯员 高雷波

▶ 仕望河绿水盈盈

寒冬腊月漏粉忙
记者 雷荣 通讯员 张伟 高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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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村民晾晒粉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