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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种出了“红日子”
□ 记者 张涵博

“老板，给咱拿箱10斤装的西红柿！”

“我要5斤，能自己进去摘吗？”

正月初七一大早，在咸阳市泾阳县安吴镇，

喧闹声打破了农村的宁静。来往的人们围在安吴

羊奶普罗旺斯水果西红柿采摘园门口，精挑细选

红彤彤的西红柿。

大棚里，红润饱满的果子挂在一排排藤蔓上，

清甜的气味扑鼻而来，正是一派丰收的景象。

“过年期间，来采购西红柿的客户特别多。”

种植户耿娜告诉记者，西红柿的采摘旺季在 3月，

为了赶上新春年货采购高峰，去年她带着全家人

算准了时间，在10月栽下了苗子，赶在今年春节期间

迎来西红柿采收期。

沙沙的果瓤包裹着果冻般口感的果肉，汁液

饱满、番茄味浓郁，这是普罗旺斯西红柿的特点。

同样的普罗旺斯西红柿，耿娜种出来的果子，却与

别人的不大一样。

“我种的普罗旺斯西红柿是用羊奶浇灌的。”

这起源于耿娜的一个奇思妙想，“几年前我在路边

看到有人在卖牛奶草莓，正好我家养羊，能产

羊 奶，那两年羊奶销量不好，我就想，不如给

西红柿上点羊奶试试，就用在密封桶里发酵过的

羊奶来浇灌。”无意中萌发的念头带给耿娜意外

的收获，对比后她发现，用羊奶浇灌的西红柿，

外观上比自然生长结出的果实更红润且不易

裂开、藤蔓更茂盛、果子结得更繁，掰开尝一口，

果子甜度更高、口感也更好。

人不负土地，土地不负人。虽然用羊奶种植

的西红柿成本有点高，但产出的果子品质不同凡响，

受到了更多消费者的好评。

耿 娜 的 西 红 柿 种 植 版 图 在 不 断 拓 展 ，

如 今，她 承包的 8 亩地，不仅种植了普罗旺斯

西 红 柿 ，还 有格格、夏洛特、青甜 2 号等多个

品种的小番茄。每到西红柿采销旺季，在微信

下单的、棚外买礼盒的、棚内自己采摘的……

线下线上热火朝天，显著的收益让耿娜全家既

忙碌又欢喜。

“这还要感谢政府的好政策。”耿娜介绍，这些年，

县里开展了多项培训和技术推广工作，经常组织

专家教授和科技人员来田间地头现场教学，

与 种 植户面对面交流经验，解决育苗种植实际

问题，帮助大家稳定增收。

番茄万千，泾阳领“鲜”。这句在泾阳县常见

的口号，引领着全县西红柿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泾阳县充分利用区位优势，立足资源

禀赋，形成了从育苗、种植到销售的一条完整

产业链。截至去年 12 月底，泾阳县西红柿种植

面积10.96万亩，年产量65.9万吨，产值13.77亿元；

发展西红柿产业的合作社 58家，省级龙头示范社

1家；种植农户3.3万户以上，菜农人均收入2万元

以上。“泾阳西红柿”获得全国名特优新产品认证，

并被认定为陕西公共区域品牌，泾阳也成为陕西

西红柿第一大县。借助广泛的寄递网络，2024年，

全县快递发出西红柿 105 万件，销售收入超过

5200万元，红彤彤的西红柿，跨越万重山水，走向

全国各地。

“新的一年，我还要踏踏实实种好西红柿，

继 续创新摸索种植路子，把全家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摸着红似灯笼的果子，耿娜脸上是道不尽

的喜悦。

□ 记者 冯倩楠

春节期间，在延安市黄陵县城内，一款“蔡和平”

黄陵油糕、软馍礼盒持续走俏。

这款礼盒出自黄陵油糕、软馍制作技艺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蔡和平。头发花白、

略有驼背、穿着朴素，今年已经 70 岁的蔡和平

因为制作油糕被当地人熟知，大家亲切地叫他

“蔡油糕”。

在黄陵县田庄镇龚庄村，蔡和平杂粮食品

专业合作社采取“生产基地＋农户＋工厂＋实体店”

的一体化管理模式，解决了周边村组部分农户

就业问题，并大量收购当地村民种植的糜子、豆子、

杂粮等，帮助农户增收致富。

在当地，逢年过节吃油糕、互赠亲友是习俗，

尤其在春节期间，更是游子寄托思乡之情、亲朋

好友传递新春祝福的热门之选。农历腊月是

合作社一年最忙的时候，除了已有的工人，蔡和平

还要再雇一批村民，整整忙活一个月，手工制作

几千箱油糕以备春节供货。

为啥专门制作售卖黄陵油糕？蔡和平回忆说，

20世纪 90年代，自家好多亲戚都在外地，经常要

给他们带油糕特产，当时还没有长期保存油糕的

工艺，拿得少了不够吃、拿得多了又容易坏。“小时候

我奶奶和母亲制作油糕时，我经常给她们打下手，

14岁就学会做油糕、软馍了，自家做的味道比市场

上卖的更好吃。”有祖上几辈做本地油糕、软馍的

手艺做后盾，2003年，蔡和平的油糕生意就这么

做了起来。

2008年，蔡和平在黄陵县龚庄村成立了蔡和平

杂粮食品专业合作社，在村里建了厂房，申办了生

产许可证，规范制作流程，建起了油糕生产线。

2016年，他又申请了“黄陵油糕”这一地理标志商

标。2020年，合作社被评定为首批省级非遗扶贫

就业工坊。

“黄陵油糕和其他陕北油糕制作流程不一样，

黄陵油糕更软一些。”蔡和平说，很多人认为油糕

制作简单，其实不然，作为一项“非遗”美食，油糕

的制作过程相当讲究，制作黄陵油糕要经过十几

道工序，从和糜子面并发酵、上锅蒸熟、到入模具

定型、切片后油炸、再到抽真空包装至少需要两天

时间。

为了做出原汁原味的黄陵油糕，蔡和平专门

选用了陕北地区营养丰富、生长期较长的软糜子

为原材料。“从选料上就比较讲究，糜子不能打

农药，也不上化肥，包馍的豆选也是纯天然蛮豆。”

蔡和平说，传统的油糕条是在案板上反复揉搓

摔打，整体不均匀，为了让油糕片片整齐划一，

蔡和平根据月饼模具原理设计出形状相同的油糕

模具，将揉搓摔打好的面团装在其中，冷却成型后

再倒出，让油糕的形状看起来更为美观。

不光油糕有口皆碑，人品亦然。多年来，在

蔡和平的亲自教授下，十里八乡有不少村民都

习得了他的油糕手艺，龚庄村及周边几十家农户

在他的带动下做起了油糕生意。“在和平的带动下，

我们种糜子做油糕，拿这些收入供娃们上学。”

龚庄村村民蔡富强说。

为了打开销售渠道，蔡和平先后多次前往

北京、南京、郑州等地参加各类展会，油糕获得了

十八届杨凌农业高新科技博览会后稷奖，蔡和平

也成为“中国著名油糕供应商”。

年前，蔡和平收到了 2024 中国非遗传承人

年鉴组委会寄来的荣誉证书，授予他 2024 中国

非遗传承年度代表人物荣誉称号。“希望黄陵

油糕的品牌越来越响，让更多人品尝到黄陵特色

美食。”蔡和平说。

□ 实习记者 杨小妹 记者 赵婧

春节至，年味浓。春节期间，西安市各大商场人头攒动，

热闹非凡。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市民的购物车里，除了

传统年货，还多了一部部崭新的电子产品。

据了解，2025 年陕西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于 1 月

20 日正式启动，今年首次将 3C 数码产品纳入国补范畴。

不少市民受补贴政策影响，为新一年选购新装备，消费市场

迎来了一波“换机潮”。

“旧手机用了好几年了，一直想换，但总觉得价格

有点高。最近发了年终奖，又赶上国家有补贴，算下来能省

好几百，就赶紧过来看看。”正在京东mall西安曲江店选购

手机的陈先生说，趁着春节换一部新手机，犒劳一下辛苦

一年的自己。

“最近春节假期，咨询的顾客特别多，很多都是冲着

补贴来的。”位于雁塔路一家华为手机专营店销售人员

小郑告诉记者，近期门店客流量明显增加，销量也比平时

翻了一番。

小郑介绍，本次国家补贴政策品类增加了手机、平板

电脑和智能手表等数码产品，活动力度很大。以一部售价

3000元的手机为例，消费者领取补贴券后最高可享受500元

优惠，相当于打了八折。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换机潮中，国产品牌手机表现

亮眼，华为、小米、OPPO、vivo等品牌凭借出色的产品性能和

亲民的价格，受到消费者青睐。

“现在国产手机越做越好，性价比很高，支持国货！”市民

李女士表示，这次换机选择了国产品牌手机，使用体验非常

满意。李女士还为母亲选购了一款智能手表作为春节礼物：

“我母亲年纪大了，智能手表可以实时监控身体状况，出现

意外也可以及时通知我。”李女士表示，选购的这款智能手表

补贴之后优惠了300多元。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为抓住此次政策机遇，西安市

各大手机卖场和电商平台纷纷推出促销活动，线上线下

联动，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我们线上线下同步推出了‘以旧换新’活动，消费者

可以通过线上平台预约，线下门店体验购买，享受一站式

服务。”京东mall西安曲江店OPPO品牌销售人员表示，活动

上线以来，平台手机销量大幅增长。

记者从银联“云闪付”APP 了解到，消费者可以在

APP 中领取 3C 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活动品类券，该品类券

可以用于西安市内各品牌专营店以及京东、天猫、苏宁

易购等线上门店。

新春佳节，市民换新机、迎新春，数码产品市场呈现出

一派红火景象。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如同一把火，

点燃了市民的热情，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

春节期间，古城西安处处

洋溢着节日氛围，其中永兴坊

更是热闹非凡，成为众多游客

的“打卡”地。

农 历 大 年 初 七 ，永 兴 坊

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各类陕西

特色美食琳琅满目，热气腾腾

的甑糕、软糯可口的镜糕、香辣

过瘾的油泼面等，让游客大饱

口福，赞不绝口。

除了品尝美食，传统民俗

表演也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观看，

陕北说书、华阴老腔、合阳提线

木偶等节目精彩纷呈，演员们的

精彩表演赢得游客阵阵掌声。

记者 张璐 摄影报道

□ 首席记者 李荣

“老夏，给我拿一瓶西凤六年。”

“在货架上，你自己拿。”

1月 31日，在商洛市山阳县中村镇梅岔村，今年 56岁

的夏军正忙着整理货架上的物品，不时有村民来小卖部购买

商品。

位于村东头的这家小卖部已经开了 30多年，每年春节

期间照常营业。“过年期间，礼品盒和烟酒卖得最多，都是

走亲戚要用的。”夏军说，以前店里主要卖油盐酱醋、罐头、

饼干等，很多村民只有过年才舍得买这些非刚需品，现在

各家各户天天都能吃到“奢侈品”。

“以前一斤油 3元钱，需要拿着油瓶子到小卖部打油。

现在我一次买好几桶，够吃半年啦。”村民周成财说。

在夏军的记忆里，以前每到过年都有一件头疼的事——

要账。原先，因为经济困难，村里人买东西经常赊账。

“都是乡里乡亲，有时也不好意思拒绝，日子久了，也是

一大笔钱。”夏军说，每到年底，自己就会拿着账本上门要账，

但往往不尽如人意。

“现在生活好了，买东西基本都是手机支付，就算临时

没带现金，大家回到家就用手机转账给我了，很少存在赊账

的事。”夏军说，之前进货需要自己开着三轮车去山阳县城

进货，现在只需电话告知批发商需要补货的商品，对方就会

送货上门。

如今，梅岔村旧貌换新颜，这家承载了几代人的小卖部

也开始了新业务。小卖部加入便民服务邮乐购特许经营店，

平时村民网购的东西，由镇上快递站统一配送到小卖部，

村民生活更加方便了。

乡村在变美，村民在变富。看着门前的土路变成水泥路，

家家户户住上了楼房，开上了小轿车，村里环境大变样，夏军

的生活更有盼头了。“只要还能干得动，我的小卖部就会一直

开下去。”他说。

油糕串起新春里的烟火与乡愁

1 月 26 日，记者从顺丰

速运陕西区公共事务部了解

到，今年春节期间，顺丰公司

合理调配资源，优化运输

路线，通过智能化系统调度，

提高了快递处理效率。

为了让坚守一线的员工

安心工作，顺丰公司在春节

假期为大家提供了完善的激

励政策和福利保障，有丰厚

的节日补贴以及春节特色关

怀礼包，激励大家以饱满的

热情做好春节工作。

记者 殷博华
摄影报道

村口小卖部，变了！

电子产品成新年货
国补政策“点燃”换机潮

春节快递
不停歇

红红火火
过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