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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春荣 贺 甜）“你们冒着寒冷，到
我们村帮助群众解决创业致富贷款资金，这真是太感谢你
们了！”1月 8日，丹凤县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蔡川镇
留仙坪村了解 28户创贷户发展中药材、大棚蔬菜等产业资
金申报情况时，村党支部书记马继军对工作人员说出一席
感激的话。

2023 年，丹凤县就业服务中心紧扣助力乡村振兴主
题，以稳岗就业为目标，探索创贷新模式，优化机制，着力推
动创业担保贷款为全县企业经营主体和创业者融资纾困。

丹凤县就业服务中心聚焦丹凤葡萄酒、文化旅游、中药
康养、食用菌、核桃、新材料、电子信息、服装和现代家居等
十大重点产业和县上确定的产业链上的链主、链条企业及
143 家规上企业为重点扶持对象，优化创贷服务。全力协
助企业解决发展资金不足的难题。立足县情，着眼破解移
民搬迁群众就业“瓶颈”，以解决搬迁群众创业资金困难为
根本，积极引导搬迁群众创业带动就业。先后将竹林关镇
丹水社区、龙驹寨街道凤冠社区、商镇商邑社区 3个万人移
民搬迁社区培育为创贷信用社区，在移民社区发展创贷户
26户、扶持创业 26户、带动就业 57人。

丹凤县就业服务中心强化服务意识，以就业服务“进企
业、进镇村、进机关”为抓手，组织就业服务小分队深入全县
重点企业、工业园区、招商引资项目工地，宣传创贷政策，助
企纾困解难。先后走访了县内 112 家重点企业，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宣传手册 1000 余份。创新服务机制，为全县 21
家重点企业分别设立了就业服务专员，开展一对一服务，截
至目前，共开展上门宣传创贷政策、上门办理创业担保贷款
39 次。大胆尝试，健全就业工作部门一条线和金融部门一
条线，宣传创贷政策，简化创贷手续，在县创贷中心、镇办社
保站、村就业信息员处均可申报或协助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手续，提升创贷办事效率。为畅通就业服务中心、经办银
行、担保公司沟通协调渠道，丹凤县就业服务中心多次召开
专题协调对接会，对创贷户业务经办中存在的问题随时沟
通解决。针对不同的创贷申请企业（户），提前和银行、担保
公司沟通，就企业担保条件、银行可能审批情况提前介入，
做到靶向排忧、有的放矢，避免了企业盲目申报而因银行或
担保公司限制无法办理造成对创贷工作的影响。

据介绍，2023年，全县共办理创业担保贷款 45笔 4124
万元，其中小微企业 9 家 3000 万元、个体及合伙经营 36 户
1124 万元、存量贷款 10026 万元；全县新发放创贷信用村

（社区）创业担保贷款 8 笔 64 万元，存量贷款 1309 万元；新
创建创贷信用村 1个，全县信用村（社区）达到 11个。

丹 凤 优 化 机 制

为企业融资纾困
手工编织品，用途广泛，可以盛放物品，还可以做家

居装饰等，携带方便还环保。最常见的编织篮曾经是家
家户户买菜盛物必不可少的工具。近年来，随着经济环
保观念深入人心，各式各样的编织品又悄悄流行起来。

商州城区就有这样一位制作编织品的手艺人——敏
锋。她从一个普通家庭妇女变成在网络平台拥有 4 万名
粉丝的手艺人，不但让自己的日子越过越好，还带动别人
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她踏实肯干、吃苦耐劳，最重要的
是，她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适应市场需求，为自己闯出
了一条致富路。

回乡创业学习编织

1月 7日，记者在市区惠民东路街边见到手艺人敏锋
时，她正热情地向顾客介绍自己的手工编织篮，不一会儿
她带来的篮子便销售了一半。

敏锋是商州区金陵寺镇熊耳山村人，为了生计，早年
间与丈夫在外打工。2017 年，由于孩子在城区上学需要
照顾，她便辞职回到商州城区照顾家庭。

“我有两个孩子，加上租房、上学、吃喝，开销很大，只

能自己打点零工，但又不长久。
刚好想到家里老人有编织的手
艺，我就想学好了自己创业补贴
家用。”敏锋说。

原来敏锋的爷爷和父亲都会
编织席子，过去常靠给别人打席子
谋生。从小耳濡目染的她也想通
过打席子来赚钱。于是，她特意回
到老家向长辈学习。一开始，并没
有想象的那么容易，选藤、洗藤、削
藤、编缠等繁杂的工序让敏锋望而
生畏，她经常被刀具、藤条割破手
指，但在努力编织出一套完整的作
品时，她爱上了这门手艺。学成
后，敏锋带着做好的席子回到城区试着去售卖，却发现市民
对席子的需求量并不大，购买的人寥寥无几。

积极创新打开销路

虽然多次碰壁，但敏锋并没有放弃，她转变思路开始
创新作品，自己构思编织竹篮，竹篮材料有限，她就将材
料换成塑料编织条，做起彩色编织篮。

“那个时候我只有一台手机，还不会上网，对图案、编
法一无所知，只能靠以前的编织手法摸索。”敏锋说。
2018 年开始，为了节省成本，她经常在花店门口的垃圾
桶旁寻找路人扔掉的花篮、装饰盒，将它们带回家拆掉，
反复研究编织手法。遇到电视里跟篮子有关的图片，她
还会画到图纸上。以前一起打工的朋友得知她要做手工
艺品，常常帮忙在工地上捡拾废旧塑料绳，让她练手。

“有次无意间看到网上卖彩色塑料编织条，我咬咬牙
花了 70 块钱，买了编织条、镊子、铁丝、剪刀。”敏锋说，

“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先从简单的花型着手，按照花篮
的形状进行编织，没想到编织出来的篮子色彩绚丽，非常
美观，拿到市面上很受欢迎。”

接触网络收获粉丝

“走进网络，有这么多粉丝是我没有想到的，多亏了
家人朋友的支持。”2021 年，敏锋经过身边人的鼓励，自
学视频剪辑，注册抖音账号“米红手工”，将自己手工编织
的过程一一分享到网络上，短短几年时间，收获了 4 万多

名粉丝。她不但分享自己的编织经验，还免费教学，带出
广西、广东、江苏、河南等地的 10来名学徒。商州城区有
3 名学徒经常去敏锋家学习，一名宝妈学成后已经在城
区开始售卖自己做的编织篮。

“我的学徒有男有女，他们都跟我一样，为了生计也
为了热爱。印象最深的是两个残疾人，他们白天在工厂
打工，晚上做手工，他们对生活失望的时候，我多次鼓励，
让他们对生活重拾了信心。”敏锋说。

她在网络上结交了很多朋友，许多人会私信请教她
编织的方法，怕一个一个回复太慢，她会通过微信添加对
方为好友，通过视频对话或者录制视频手把手教学。在
教学交流中，敏锋和这些素不相识的网友变成了朋友。
她希望这门传统手工技艺被更多人传承，也希望能帮助
到更多困难人群挣钱谋生。

篮子打底、锁边、固定铁丝、收口……在与记者聊天时，
敏锋没有闲着，一双布满老茧的手灵活地把编织条使劲缠
绕在铁丝上，确保篮身平整不松散，整套动作游刃有余。

“快过年了，在我这定制篮子的人很多，还有出嫁女
儿的定制了大红色篮子和果盘，1个篮子一般 9个小时可
以做完，接单多了就会忙一些。”敏锋说。

最近，她加班加点做了许多果盘、小背篓、大型手提
篮，准备春节前后赶往夜村镇、沙河子镇进行售卖。她还
打算学习一些新的编织技巧，把篮子做得更加精美，在网
络上拓展销售渠道。

6年来，从不会到精通，从无人问津到受欢迎，敏锋积
攒了经验、积累了人气，更收获了自信。她通过一双巧手养
活了儿女，在她的努力下，如今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传承老手艺 编出新生活
本报记者 方 方

在镇安，腊肉是人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是镇
安人请客送礼的传统佳品。镇安人加工制作腊肉不仅
历史久远，而且非常普遍。

1 月 14 日，镇安县的天空湛蓝而清澈，阳光透过云
层，给大地带来了丝丝温暖。在镇安县永乐街道的海棠
山上，记者一行驱车沿着曲曲折折的盘山路来到位于山
顶的一家小有名气的腊肉作坊。

80 后女孩阴乐现在负责这家小作坊的日常经营。

之前，她的父母一直养殖生猪，2020 年猪价下降，他们养
的猪要亏本才能卖掉。于是，在外做花卉生意的阴乐就
返回家中，与父母一道做起了腊肉生意。

“我们就是用镇安传统的工艺做腊肉。现在主要是
父母在做。”阴乐笑着说。而她因为性格开朗热情，经常
在网络上直播销售腊肉，抖音平台上的粉丝都很喜欢她。

阴乐家里现在养了 11头猪，它们每天吃的是粮食和
菜，个个长得膘肥体壮。

每年的 10 月份之后，天气渐渐转凉，阴乐家
里都会请村里的杀猪匠来杀猪，左邻右舍都会来
帮忙。新鲜猪肉要先均匀抹盐，再加上阴乐父母
调制的“独家秘方”调味料，腌制 24 小时。然后，
用绳子把腌制好的肉挂起来，在密封的房子里晾
48 小时，直到把水分晾干。

镇安人做腊肉要经过烟熏这道程序。阴乐和
父母每天都会抽出三五个小时，用湿的锯末和柏
树叶，在晾干的猪肉下生起小火，让飘起来的烟雾
熏烤猪肉。就这样坚持熏 2 至 3 个月，直至肉皮
变成红色。

他们做一次腊肉，大概要杀 5 头猪，能熏出近
750 公斤肉。阴乐家的腊肉除了在网络售卖之
外，主要靠朋友介绍。口口相传之后，柞水的、西
安的……越来越多的顾客前来购买。

“真的特别好吃。”她的抖音客户铭润说。
“很多人不会做腊肉，这腊肉吃起来也有讲

究。要把腊肉用碱水洗两遍，再用清水清 4 遍，才
算干净。然后切成小方块，加生姜、葱和花椒煮一
个多小时，直到用筷子一戳，能把肉片穿透了才算

是熟了。”阴乐说。
用镇安传统工艺做出的腊肉可以保存两年以上，色

泽油亮，可做砧板肉、豆豉炒腊肉等传统镇安菜肴，吃起
来口感细腻、肉质鲜嫩、油而不腻，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腊
肉更是特别受欢迎。

“我希望未来能把这个做腊肉的小院子打造成民宿，
也正在积极寻求厂商合作，想把腊肉加工成即食的手撕
腊肉，让不会烹饪镇安腊肉的外地顾客可以随时吃上镇
安腊肉，也可以让镇安在外的游子能即时品味家乡的美
食。”阴乐对自家腊肉作坊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希望。

大 山 深 处 腊 肉 飘 香
本报记者 胡 蝶

本报讯（记者 胡 蝶）1 月 15 日，记
者从市供销社了解到，我市农副产品企业
自 2020 年入驻“832 平台”以来，我市各级
供销社充分发挥扎根农村、点多面广的流
通网络优势，发挥政府采购平台功能，全力
做好农副产品产销对接，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全市 328 家企业的 11397 个名特
优农产品入驻“832 平台”，累计促销农副
产 品 4.16 亿 元 ，柞 水 县 被 评 为 全 省 首 个

“832 平台”产业帮扶示范县，整体工作位
居全省前列。

据了解，“832 平台”是中国供销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按照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
乡村振兴局、中华全国供销总社的有关要

求，2020 年 1 月正式建设运营的脱贫地区
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平台销售端主要面
向全国各级财政预算单位，是国家运用政府
采购这一财政调控手段支持脱贫攻坚的重
要举措。

我市申请入驻“832 平台”的供应商，必
须是在六县一区内注册的生产农副产品的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市场主
体，有较强的产业带动能力和明确的联农带
农机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强
镇和“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经营主体优先入
驻平台。供应商在“832 平台”所售农副产
品应出产自脱贫县，符合农产品质量和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对我市脱贫群众增收带动作

用明显。优先支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地理标志农产品、取得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
合格证的产品、县域特色产业规划确定的主
导产业相关产品。

为 切 实 做 好“832 平 台 ”消 费 帮 扶 工
作，我市各级供销合作社健全机制，优化
服务，建立了“832 平台”商洛农特产品信
息数据库，动态更新数量、质量和供需两
端 信 息 ，实 时 查 漏 补 缺 。 为 鼓 励 更 多 企
业 入 驻 ，市 供 销 合 作 社 多 次 深 入 县 区 供
销社召开业务交流会，并组织 29 人次赴
西安、安康、铜川等地参加全省农产品贸
易培训班。

为方便全市各级财政预算单位、工会

组织提货，我市供销社建立窗口，集结亮
相，在市区建设了商洛农产品展销中心，各
县区供销合作社也先后建设了 7 个农副产
品展示展销中心，同时积极在南京、西安、
天津、青岛等地建设商洛农产品展销店 43
个、秦岭泉茗茶叶连锁店 18 个，有力宣传
展示了商洛特色农产品和区域公共品牌。

此外，2023 年以来，我市供销社以销
促产，拓宽渠道，在西安、乌鲁木齐、海南
等城市举办参加各类农产品展销活动 14
次 ，集 中 展 示 展 销 以 柞 水 木 耳 、商 洛 核
桃 、秦 岭 泉 茗 、丹 凤 葡 萄 酒 为 主 的 商 洛

“ 菌 果 药 畜 茶 酒 ”农 产 品 ，年 促 销 农 产 品
达 1.2 亿多元。

我市农产品在“832平台”累计销售额突破4亿元

路人购买敏锋的手工编织篮路人购买敏锋的手工编织篮

敏锋展示她的心形果盘敏锋展示她的心形果盘

阴乐在熏腊肉阴乐在熏腊肉

阴乐的父亲将顾客要买的腊肉取下来阴乐的父亲将顾客要买的腊肉取下来

深山藏清气，豆腐远飘香。地
处秦岭腹地的康养小城洛南，历史
文化悠久，物产资源丰富，境内气候
温润、光照充足，好山出好水，好水
做出好豆腐，洛南豆腐以质地细腻、
口感嫩滑、营养丰富而闻名全国。
洛南豆腐被纳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洛南豆腐干入选陕西省第七
批非遗名录。曾被联合国农业专家
称之为豆制类食品之最，2010 年洛
南豆腐被空运到北京人民大会堂，
走上国宴。

近年来，洛南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豆腐产业，将其作为县域经济
发展的重要产业，紧抓“促消费”这
一主题，按照“立足实际、深挖特色、
创新理念、综合施策”思路，通过节
会经济、假日经济多重举措，全面激
发洛南豆腐市场消费活力，有效激
活县域经济发展动能，以“小豆腐”
提振县域“大经济”。

洛南县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组
建豆腐产业发展办公室，制定《豆腐
产业发展规划》，坚持“传承与开发”
并重，不断延长产业链条，开发了鲜
豆腐、豆腐干、豆腐皮、腐竹、油豆腐
等系列产品，形成了水煮豆腐、砂锅
烩豆腐、蘸豆腐、炒豆腐、油炸豆腐
等特色美食。通过节会经济、假日
经济等多重举措，全面激发豆腐市
场消费活力，在中秋国庆“双节”期
间，举办了以“游汉字故里·品洛南
豆腐”为主题的洛南首届豆腐节，以
音乐小镇、花溪弄等热门旅游景点
为主阵地，以全媒体矩阵直播营销
为突破口，组织本地作坊、农产品商
家、各类农特产品企业摆设摊点销
售烩豆腐、热豆腐、豆腐皮、豆腐干
等系列豆制产品及农特产品，销售
额达 550 万元，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17亿元。

县上积极参与 30 届杨凌农高会、第七届丝绸之路国际
博览会陕菜美食文化节、商洛特色产品进省政府机关等活
动，吸引数以万计市民和国内外参展商前来品尝。坚持从
消费市场培育着手，开创“洛南豆腐餐饮”模式，成立洛南烩
豆腐协会，聘请行业大师、餐饮名厨进行技艺授课，培训专
业从业人才，扶持当地豆制品生产及餐饮企业。

同时，洛南县积极开拓省内市场，先后在西安、商州、洛
南开办了 20多家以“洛南豆腐”为主题的特色豆腐店，深受
各地群众喜爱。同时，规划建设了融加工、体验、销售、文旅
为一体的豆腐文化产业园，出台系列扶持保护传承豆腐产
业措施，按照“市场+企业+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推动豆
腐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截至 2023 年 12 月
底，洛南县豆腐产业园首家入驻企业完成 6 条生产线的安
装调试，豆制品日产能达到 10吨以上。

经过多年发展，“洛南豆腐”已成为洛南重要文化符号
之一，与核桃、朱鹮、大鲵、页山古柏并称“洛南五宝”、进入

“洛味缘”公共区域品牌。洛南豆腐产品远销省内外，鲜豆
腐常年占据西安市场。目前，洛南豆腐产业遍布全县 16个
镇办，全县从事生产、销售、餐饮的豆腐制品企业达 800 多
家，形成“百年王家”“洛源老刘家”“品誉佳源”等 5 个特色
品牌，4 家企业获市级龙头企业称号，5 家企业获“SC”认
证，豆腐制品年产量突破 1.2万吨，综合产值超 2亿元，辐射
带动 1万多名群众就业增收。

2023 年，洛南豆腐深度参与系列节会活动 12 场次，吸
引游客 240多万人，实现综合收入 1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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