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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食堂”守护乡村老人“舌尖上的幸福”

我省首趟中欧班列
新能源汽车出口专列开行
本报讯（记者 杜静波）4月21日，陕西首趟

中欧班列新能源汽车出口专列从西安国际港站

发车开往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全程运输时

间20天左右。

为满足陕西本地车企的汽车出口需求，中国

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与西安国际陆港集团

多式联运公司、中铁特货西安分公司携手合作，

组织制定专项运输方案，采取商品车铁路运输专

用车（简称JSQ车）专列形式进行出口运输。该

车型的优势是商品车可直接驶入车厢，具备单批

运量大、装卸效率高、运输成本较低、运输稳定性

和安全性强等特点。

中欧班列（西安—塔什干）新能源汽车出口

专列的成功开行，为国内车企开展国际贸易，助力

中国汽车走向世界开辟了一条高效、便捷的国际

物流通道。专列也是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

司和中铁特货西安分公司、西安国际陆港集团多

式联运公司强强联合，服务本土支柱企业，体现

“陕货陕集，陕造陕运”，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助力“中国制造”走出去的又一生动实践。

张凯、王雨晴不慎将其女张铂林的《出生

医学证明》遗失，编码：I610327423，声明作废。

咸阳市秦都区小翟便家便利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610402MA6XUJAT4L，不慎将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营业执照注册日期：2019

年2月21日；核准日期：2019年3月19日），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将手中的面团抻拉成长条，两手合

拢悬成麻花形，再提离案板上下舞动、抖

甩拉伸，如此反复，原本又短又粗的面团

已被拉成根根细如发丝的面条。这是蓝

田厨师学校的学生们正在展示的手拉龙

须面“绝活”。

4 月 10 日至 16 日，陕西省烹饪大赛

暨蓝田美食文化节在蓝田县举行，来自

省内10个地市的厨师代表与蓝田厨师学

校的学生同台竞技，在炒瓢翻飞间，一道

道美味菜肴呈现在观众面前。

“举办美食文化节，是进一步擦亮

‘中国厨师之乡’‘陕菜之乡’金字招牌，

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举措之一。”

开幕式上，蓝田县县长徐毅说。

壮大“勺勺”队伍

最近，蓝田籍厨师赵阳阳的心情很

好，前不久他刚刚收获了陕西省烹饪大

赛中式热制菜类型的特金奖，并在比赛

中见到了自己的恩师——资深级中国烹

饪大师、蓝田籍陕菜大师王彬恩。“王老

师不仅是我的师傅，还是我舅的师傅。

他常说，要把菜做好、把事做好，把蓝田

‘勺勺’事业发扬光大。”赵阳阳说。

一个家庭两代或三代人都是厨师，

这在蓝田县并不鲜见。据蓝田县商贸局

统计，全县65万人口中有近十分之一从

事厨师行业，足迹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

蓝田厨师劳务收入每年可达50多亿元。

这也应了当地流传的一句话：“陕西厨师

千千万，一个蓝田占一半。”

作为中国烹饪协会认定的“中国厨

师之乡”，近年来，蓝田县实施《蓝田县

2021 年特色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提升方

案》，成立蓝田厨师学校，为餐饮人才提

供交流学习、展示技能等服务，并为人才

安居、子女入学、户口办理等提供优待。

“进门是小白，出门变大师。”作为全

省首家公办全日制职业厨师学校，2021

年建立的蓝田厨师学校设有中西餐各

类实训基地和厨师博物馆，设施完备、

环境一流。“厨苗”林璐说，他们在这里

学习广锅、瓢工、刀工、裱花、面塑、雕刻

等技艺，校内课业完成后，学校还会安

排学员前往全国知名星级酒店和餐饮

店进行实训。

校外的墙体上展示着蓝田籍烹饪大

师的肖像，他们中有人出现在纪录片《舌

尖上的中国》，有人是省级劳动模范，也

有人成了优秀民营企业家。“这些人都是

我学习的榜样，我将来也要靠一把炒勺

走天下。”谈及未来，林璐充满信心。

“勺勺”引客来

下了沪陕高速公路，沿 101 省道每

隔几十米，就能看到路旁天蓝色的活

动旗帜，一路将游客引到美食文化节

分会场——蓝田县九间房镇荞麦花海

千人品饸饹活动举办地。

两勺黄芥末，配着韭菜、辣子、醋水

一拌，一碗清爽筋道的蓝田饸饹就送到

了陈先生手里。“美滴很！”陈先生边吃边

赞叹，“听说到了5月，这里的万亩荞麦花

就开了，到时候再带家人来转转。”

以烹饪大赛为支点，本届蓝田美食

文化节还举办了厨师技能培训、陕菜文

化与发展主题论坛等活动，并邀请网红

进行线上直播。“不单是为省内外厨师朋

友搭建了技能比拼平台，更重要的是展

示了厨师和陕菜文化，让参会代表和市

民朋友一起来蓝田赏美景、品美食，感受

蓝田独特魅力。”省烹饪餐饮协会会长、

蓝田籍烹饪大师杜西锋说。

美食是旅游六要素之一，突出美食

味、激活餐饮业已成为蓝田打好“三旅融

合”组合拳的重要途径之一。蓝田“依托

‘旅游+美食+消费’模式，已带动全县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382元，

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3678元。”在近期西

安市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蓝田县委

书记林海说，蓝田县将依托西安都市圈，

在餐旅深度融合中打造“高价值”的旅游

经济，让蓝田成为有味道、有记忆、有特色

的城市慢游目的地、都市度假首选地。

“勺勺”搅世界

西安饭庄被誉为陕菜大本营，但鲜

为人知的是，西安饭庄的葫芦鸡、温拌腰

丝、鸡米海参等传统名菜，以及市面上风

靡多年的“长安八景宴”“仿唐宴”“长安

饺子宴”“陕西风味小吃宴”“陕西官府

宴”等陕菜品牌，多出自蓝田名厨之手。

立足名厨、美食资源禀赋，近年来，

蓝田县大力实施名校、名师、名店、名厨、

名菜、名优小吃街“六名工程”，已打造出

蓝玉牌水晶饼、蓝田油糕、神仙粉、蓝田

荞麦饸饹、蓝田九大碗、白鹿原油泼面等

美食名小吃39种、名菜特色菜83道。

“您好，您的餐品已送到，请您取

出。”4月16日，在蓝田名小吃“茂盛扯面”

所在的茂盛饭店里，送餐机器人往返于

出餐口和餐桌之间，吸引了店内不少客

人的目光。茂盛饭店是蓝田县烹饪餐饮

行业商会会长段均彦创办的企业，送餐

机器人也是为了提升饕客体验感和品牌

美誉度所做的尝试。

已故著名作家陈忠实曾为蓝田厨师题

词“让蓝田勺勺搅香世界”。能否像输出厨

师品牌那样对外输出蓝田美食品牌，是段

均彦一直思考的问题。对此，蓝田县委组

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地借鉴沙县小吃、

兰州拉面模式，正在着力实施品牌推广，在

全国尝试打造“蓝田饸饹”百城千店。

本报讯（记者 杜静波）4月

23 日，记者从省高级人民法

院 2023 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22 年，全省法院共受理各

类知识产权案件 7771 件，同

比上升3.68%。

据介绍，2022 年，全省法

院笃定创新驱动，全力以赴服

务陕西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率先印发《关于为秦创原

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提供司法

服务保障的十条措施》，先后

设立秦创原知识产权巡回审

判庭、西咸新区知识产权巡回

审判庭、空港新城法庭省市区

三级审判机构，牵头协调省检

察院、省公安厅、省科技厅、省

知识产权局等 13 家单位成立

秦创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

心，助力秦创原建设由势转能

加快迈进。2023 年，全省法院

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积极回应新技术、新

产业、新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司

法需求，更好地服务科教兴国

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实施。统筹加

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

法，服务建设更优营商环境。

会上还发布了《陕西法院

知 识 产 权 审 判 年 度 报 告

（2022）》和2022年陕西法院10

件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全面介

绍了年度知识产权案件审判

工作和重大、典型、复杂案件审理情

况。我省多部门共同发布了《陕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强化知

识产权协同保护的实施意见》，聚焦进

一步强化府院联动，聚焦深化诉源治

理，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机制建

设，完善协同保护机制等重点，提出了

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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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陈鹏 记者 唐冰）4月23日，

记者从安康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毛绒

玩具+文旅”主题活动已筹备就绪，将于4月24日

正式启动。

“毛绒玩具+文旅”主题活动是安康市贯彻

落实“三个年”活动要求，推动安康生态旅游高

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活动将充分发挥安康毛

绒玩具产业优势和生态旅游资源优势，以毛绒

玩具产业为文旅产业持续赋能，以文旅产业促

进毛绒玩具产业转型升级，通过优势互补释放

叠加效应，促进“毛绒玩具+文旅”深度融合发

展，进一步扩大“中国毛绒玩具文创产业新都”

和“秦巴明珠·幸福安康”旅游城市影响，为聚力

建设幸福安康提供有力支撑。

据了解，“毛绒玩具+文旅”主题活动期间，

全国首个毛绒玩具主题机场，充满童趣的毛绒玩

具特色主题街区，萌翻天的毛绒玩具巡演巡游，

荟聚各县（市、区）特色小吃、富硒食品的美食季，

流行与传统相交融的“汉江夜未央”音乐节等100

多项系列活动，将在“五一”期间精彩呈现。

安康“毛绒玩具+文旅”
主题活动今日启动

本报讯（实习记者 陈鹏 通讯员 艾蓓 记者
唐冰）4月21日，以“科技赋能·转型升级 富硒茶

香·幸福安康”为主题的第31届中国茶业科技年

会在安康举行。

本届中国茶业科技年会由中国茶叶学会、

省农业农村厅、安康市政府共同主办。会上，

中国茶叶学会与安康市政府共同签订了安康

富硒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合作协议，并为中国茶

叶学会专家工作站、服务站授牌。本届年会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包括专家恳谈会、科技年会

开幕式、茶叶科技与产业专题交流会、安康富

硒茶专场推介会、茶叶经济专题交流会等七项

主要活动。

据了解，中国茶业科技年会是我国茶界最

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科技盛会，自1990年创办

以来，已连续举办30届，作为中国茶叶学会服务

茶产业的综合性服务平台，致力于弘扬创新精

神，聚焦茶业领域重点、难点问题，搭建“产学研

政用”交流合作平台，在促进我国茶产业转型升

级、科技成果转化，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31届中国茶业科技年会
在安康举行

本报讯（记者 许鹏）4月22日，第四届陕西

榆林国际背婆姨大赛在榆林举行，来自各地的

320组选手相聚榆林市世纪广场，在运动中享受

健康和快乐。

本次大赛由省体育局、榆林市政府指导，省

社会体育运动发展中心、榆林市体育局主办。

背老婆比赛是西方一项富有独特魅力的体育运

动，代表着同心协力、超越极限、永不放弃的精

神追求。而“米脂婆姨”作为榆林一个独特的文

化品牌，体现着勤劳、勇敢、智慧与贤淑之美。

背婆姨大赛着重展现了榆林自强不息的黄土文

化精神以及国际友好形象，已成为展示榆林形

象、传递体育精神的一张亮丽名片。

除了精彩的比赛外，活动现场还布置了榆

林特色产品展区供大家体验。在展现榆林独特

文化的同时，让更多人享受赛事乐趣，传递特色

体育精神。

第四届陕西榆林
国际背婆姨大赛开幕

4 月 18 日，咸阳市泾阳县王桥镇社

树村，“空巢”老人张凤琴家响起了“咚

咚咚”的敲门声。“门开着哩。”听到回

应，社树村“爸妈食堂”员工李艳推门

而入，把手里提的一碗拌面放在张凤琴

面前的饭桌上。“谢谢，又麻烦你了！”

张凤琴说。

张凤琴腿脚不便，子女都在外地打

工，因此吃饭一直是个难题。自从“爸

妈食堂”引入社树村后，一天两顿都由

食堂员工送饭上门，解决了张凤琴的吃

饭难题。

民以食为天。在各项助老服务中，

助餐是困境老人除助医之外最为迫切的

需求。2022 年初，陕西助老汇社会工作

发展中心引入“爸妈食堂”项目，以泾阳

县社树村为试点，为高龄、孤寡、独居、残

疾、失能等困境老人提供爱心午餐。

“按说生活条件好了，谁家都不愁吃

穿，但村里还是有家庭为老人的吃饭问

题发愁。”陕西助老汇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社工何艳霞发现，在农村老人的观念里，

儿女们的前途、家里买房买车，都比自己

“吃饭”重要。“尤其是‘空巢’老人，每天

就是凑合着吃。”

让农村留守老人能吃上一顿热饭，

也是社树村老年协会会长邢会权的心

事，“村里虽有食堂，但是大部分农村老

年人都舍不得付费用餐”。

“爸妈食堂”是公益项目，资助对象

主要为60周岁以上经济困难的重病残疾

老人、75 周岁以上经济困难的空巢独居

老人，但这需要当地有符合卫生标准的

厨房和食堂。

2021 年下半年，陕西助老汇社会工

作发展中心找到邢会权，希望将“爸妈食

堂”落户到社树村。通过走访调查、筛选

核实，最终确定了符合项目助餐标准的

35 位老人，每周一至周五为老人们提供

一顿爱心午餐。

在“爸妈食堂”里的小黑板上，记者

看到了最近一周的菜单：炸酱面、红烧

肉、饺子……“项目内统一用餐标准为一

大荤一小荤一素一饭一汤，可根据饮食

习惯，选择用面食代替米饭，餐费标准为

7元。”食堂的大厨兼送餐员李艳说，“爸

妈食堂”按照当地老人一天吃两顿饭的

习惯，把项目餐定到了下午两点半开饭。

小黑板的另一侧，油水分离器清洗、

剩菜剩饭处理、每日饭菜留样、餐具消

毒、晨检等记录册被分门别类地挂在墙

壁上，随手翻开，就能看到过往每日食堂

餐品的具体情况。

除了有十多位老人需要李艳上门

送餐外，其余的都是集中用餐，贾淑云

就是其中的一位。每到开饭前，贾淑云

都 会 提 前 半 小 时 过 来 ，与 一 同 就 餐

的老姐妹们在食堂门口的大树下坐一

会儿，唠唠嗑，饭后再到行动不便的

张凤琴家陪她解闷。“好吃、方便，还不

用动手，自己在家可做不出这味儿。”

贾淑云说。

“项目资助一期为半年，去年从1月

到7月是第一期，今年第二期从3月份开

始。”邢会权说，去年首期结束后，村民们

对“爸妈食堂”的服务非常满意，有的老

人主动提出交餐费，继续让食堂提供服

务，甚至早饭也想在食堂吃。

据记者了解，不仅是社树村，在陕西

助老汇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帮助下，泾

阳县沟而上村、蒲城县寺庄村也分别引

入了“爸妈食堂”，均受到当地老人好

评。“沟而上村与社树村一样，都是利用

基层农村培育自助组织的方式承办‘爸

妈食堂’，社会工作组织可退居二线，将

具体事务性的工作交给村组织来开展，

进而可节省人工资源。”何艳霞说，寺庄

村就是依托当地村养老院所建。

“爸妈食堂”大受欢迎，养老助餐服

务“供不应求”的问题，也越来越让邢会

权忧心，“因为名额有限，村里还有一些

老人符合条件但没能获得服务，有人也

会因此产生情绪”。

“在南方一些省份，有一些相邻村镇

之间会形成‘老年用餐需求联盟’，可为

承包方提供更多的订单。”何艳霞认为，

要保障“爸妈食堂”长久运营，需要充分

发挥当地政府、村级组织、社会甚至年轻

老人等各方力量，让其中任何一方单独

承担都会难以为继。

□ 实习记者 冯倩楠 记者 赵婧

本报讯 （记者 满淑涵 实习记者
马尤翼）4月21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加快建设

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

的养老服务体系，今年我省将围绕群众

关切问题，重点做好养老惠民六项实事。

——推进全国示范性居家社区养老

服务网络示范县（区）建设。2022年，西

安市莲湖、碑林、鄠邑等三区已全面建

成示范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今年

我省计划再选取8个县（区）实施示范性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计划到

2025年，全省建设完成18个以上全国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示范县（区）。

——加快建设乡镇（街道）区域综

合养老服务中心。今年，省民政厅将制

定《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实施

指导意见》，推动在乡镇（街道）建设300

家具备全日托养、日间照料、上门服务、

区域协调指导等综合功能的乡镇（街

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改造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

今年将继续建设和改造一批以失能老

年人护理功能为主的示范性公办养老

机构，计划改造不少于4000张护理型床

位。力争到2025年，全省养老机构护理

型床位占比达到55%以上，每个县（区、

市）至少有1所以失能特困人员专业照

护为主的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

——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

老化改造。今年，省、市、县三级投入资

金5200万元以上，按照农村家庭平均每

户2000元、城镇家庭平均每户4000元的

标准，开展1.8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

适老化改造，并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 5

万户家庭适老化改造任务。

——提升农村互助幸福院管理服

务水平。按照服务功能和保障水平，将

农村互助幸福院分为一、二、三类院，分

类制定管理标准要求，实行亮牌服务，

明确运营主体，推动慈善幸福家园和农

村互助幸福院资源共享、阵地共建，支

持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把优势资源

投入到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

——推进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和养

老标准化。今年，省民政厅将继续开展

养老人才“千人培训计划”，组织编写

《陕西省养老护理员培训教材》，举办

养老护理员技能大赛并遴选优秀选手

参加全国大赛，联合省委宣传部选树

“最美护理员”，探索开展失能老年人

家庭成员护理技能培训。此外，持续

加大标准制定和推广力度，提升养老

服务水平。

今年我省将做好六项养老惠民实事提升“银龄幸福感”

“抗日战争时期，千千万万有

志之士，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延河

之滨，经受革命洗礼和考验……”

4月23日，在延安文艺纪念馆，一

批批游客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深刻

感悟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爱国为民、团

结奋进、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

近日，鲁迅艺术学院成立85周

年纪念大会在延安举行。在文物捐

赠仪式上，钟敬之、张庚、古元、罗浪、

郑律成、牛文、林渊等鲁艺老一辈艺

术家的亲属后代向延安文艺纪念馆

捐赠了495件珍贵文物。据省政协

委员、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任、延安

文艺纪念馆馆长刘妮介绍，此次捐

赠为进一步丰富充实馆藏、讲好鲁

艺故事、传承红色文化、弘扬延安

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者 赵婧 摄影报道

弘扬延安精神 讲好鲁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