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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白永萍 王聪 冯宝强

张家川县主动对接，在县公共实训基地举

办麻辣烫烹饪技艺培训班，从炒料到手擀粉、油

泼辣子制作，仅需 3 天时间就可掌握全部制作

流程及技艺；

秦州区人社局结合中式烹调职业技能培

训，邀请众多名师从麻辣烫地方特色、饮食成

本计算控制、麻辣烫制作工艺技巧等方面开展

培训；

甘谷县人社局举办了 2024 年职业技能培

训中式烹调师（天水麻辣烫）培训班，为县内外

学员搭建技能培训平台，促进群众就业创业；

麦积区人社局把“天水麻辣烫”列入地方技

能培训项目——“中式烹饪工种地方特色品牌

项目”，开设麻辣烫制作技能培训班，拓宽群众

增收致富渠道。

……

连日来，天水麻辣烫的火爆出圈，让众多的

餐饮从业者和准备从事餐饮行业的创业者看到

了商机，他们期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麻辣烫

的制作技艺，搭乘“天水麻辣烫”的顺风车，实现

增收致富。

对此，天水市各县区开设了麻辣烫制作技

能培训班，聚力打造专业化的麻辣烫等美食制

作人才队伍，提升群众就业创业能力。

日前，在张家川县公共实训基地麻辣烫烹

饪技艺培训班上，记者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50 名学员正在聚精会神地学习天水麻辣烫的

制作方法。课桌上摆满了制作麻辣烫所需的各

类食材和调料，学员们认真听课、做笔记，时不

时还会相互交流。

“我 4 月初从北京过来，正好赶上张家川县

第五期‘天水麻辣烫’烹饪技艺培训班开班，就

赶紧报名了。”常年在北京牛肉面馆打工的张家

川县张家川镇小伙马福龙说，学成之后，准备和

父母在县城开一家麻辣烫店。

“我女儿在西安上班，自从天水麻辣烫火了之后，她一直鼓励我去

西安开一家麻辣烫店，我就赶紧报名来学习。”家住张家川县城的李小

凤笑着说。

张家川县餐饮服务业发展中心主任刘英杰告诉记者，自 3 月中旬

以来，张家川县公共实训基地已经免费举办了 5 期麻辣烫烹饪技艺培

训班，共有 300 多位餐饮从业者、创业者前来学习。

“我们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目前，已有部分参加过培训的创业者

装修好店铺，准备开张营业了。”负责此次麻辣烫烹饪技艺培训的食源

餐饮培训学校校长海涛说。

在麦积区“天水麻辣烫”技能培训班里，学校厨师与“天水麻辣烫”

老品牌手艺人分工合作，从切、洗、串、擀，到炸、浇、煮、拌，手把手教授

学员麻辣烫烹饪技艺。

“培训主要以‘集中授课＋现场实训’的形式进行，围绕麻辣烫制作

流程、配比配方、规范化经营等进行全方位、特色化培训，根据学员现掌

握的麻辣烫制作技艺，因人而异精心指导，让学员真正学有所获、学有

所成、学有所用。”麦积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唐宏亮说。

同时，天水市还出台了做好“天水麻辣烫”技能培训的 10 条措施，

从优化培训内容、加大培训资源投入、提升培训规范化水平等方面，全

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提升天水麻辣烫职业的社会认可度。

此外，天水市人社局还积极打造申报省级劳务品牌，3 月 21 日“天

水麻辣嫂”被省人社厅认定为省级劳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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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安志鹏
通讯员 张丽娜

时 下 ，走 进 正 宁 县

宫 河 镇 现 代 农 业 示 范

园 ，映 入 眼 帘 的 是 一 座

座整齐排列的大棚。棚

内 ，鲜 嫩 饱 满 的 羊 肚 菌

竞 相 挺 立 ，工 人 们 穿 梭

在 菌 垄 间 ，采 摘 成 熟 的

羊肚菌。

“羊肚菌的种植要经

过 菌 种 、原 基 、幼 菇 等 7

个 生 长 期 ，还 要 做 好 保

温、浇水、喷药等日常管

理。目前，示范园共种植

羊肚菌 40 棚。”示范园工

作人员介绍说。

围绕构建新的产业

体 系 ，2022 年 冬 ，宫 河

镇经过多方考察和充分

论 证 ，在 东 里 村 进 行 羊

肚菌试种。通过精心培

育，羊肚菌种试种成功、

品质良好。

2023 年 初 ，东 里 村

筹资盘活资源，搭建拱棚

37 座 ，建 起 全 镇 第 一 个

“ 菜 菌 轮 作 ”示 范 基 地 。

一方面抢时争效，春、夏、

秋季种植甜瓜、黄瓜和辣

椒；另一方面引进企业，

利用冬春时节规模化种

植 羊 肚 菌 。 当 年 11 月

底，全镇种植羊肚菌 100

多亩。

“3 个月左右就可以

采收。”宫河镇蔬菜办张

亚东说，羊肚菌生长过程

中对温度、湿度、营养供

给等方面要求比较高，镇

里聘请专家全程进行专

业技术指导，确保羊肚菌

高产、优质。

张 亚 东 介 绍 ，宫 河

镇种植的昆植 1 号等羊

肚 菌 长 势 好 、品 质 优 ，

亩产量 800 至 1000 斤，

按 照 当 下 的 市 场 价 格 ，

亩 产 值 可 达 5 万 元 以

上 。 不 仅 如 此 ，羊 肚 菌

产 业 还 带 动 全 镇 100

余 名 群 众 实 现 家 门 口

就 业 ，已 成 为 当 地 重 要

的特色产业。

正宁县宫正宁县宫河镇河镇

羊肚菌撑起“富民伞”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杨唯伟
通讯员 李苏敏

“来通渭 4 年，苹果树长到了 3 米多高，我

也成了半个果树专家，哪根枝条该剪，哪根枝

条该留，一眼便知。”近日，来自福建省福清市

的林朝荣说。

4 年前可不是这样。2020 年，借福清·通

渭东西协作的机遇，林朝荣被通渭县鸡川镇政

府招商引资到鸡川镇成立了甘肃融丰源农业

科技合作社，在上店村流转了 300 亩土地，开

始栽种苹果树。

“这边的山地苹果甜度、脆度都很好，2020

年，我在这边流转了 300 亩土地种植山地苹

果。”一开始，因为不懂行、不懂技术，林朝荣走了

很多弯路——从山东运过来的苹果苗木，他按照

株距4×2米栽植好，准备当砧木，第二年嫁接烟

富6号和烟富10号苹果树。结果当地苹果种植

“土专家”根据经验认为该品种果树种植太密，

不适宜果树生长。几次求证后，他按照 5×3米

的株距重新栽植，这一挖一栽损失了30多万元。

因为是在山地种苹果，加之最近两年通渭

气候干旱，果树生长缺水，剪枝等田间管理也

跟不上。好在砧木和嫁接的果树成活率都在

95%以上。鸡川镇上店村也积极行动，沙化了

上山的产业路，配齐灌溉设施，提供林朝荣夫

妻 俩 的 住 所 ，减 少 租 金 至 每 年 1000 元 。 目

前，果园共有 1 万多棵树。

林朝荣指着果园正在覆膜的地块说，去年

在果园里套种的贝贝南瓜和板栗南瓜品质很

好，收益不错，今年果树完成剪枝后，地里会覆

上黑膜继续套种南瓜。“这两年一直在改进中，

也借鉴学习周边苹果种植成功经验，现在我们

的果园都已经达到标准化种植了。”林朝荣说，

再坚持两年，1 万多棵果树就全部挂果了。

通渭县位于北纬 35°优质苹果生产带，

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拥有苹果最适宜生长

的自然条件，全县共种有苹果 15 万亩，所产

“烟富 3 号”和“长富 2 号”苹果被甘肃省名优

苹果评鉴委员会分别授予“甘肃省名优苹果鉴

评金奖”和“甘肃省名优苹果鉴评铜奖”。“通渭

苹果”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及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

早在 2018 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开展初

期，1200 箱通渭苹果就搭乘“福清通渭东西部

协作对口帮扶首发直通车”前往福清，其既甜

又脆的口感深受福清消费者青睐。

“我的目标是把这些在纯净空气、肥沃土

壤、无污染水源环境中生长的苹果直接销往福

清，实现从产地到市场的无缝链接。”林朝荣笑

着介绍说，后期再扩大种植面积，建一些苹果

加工厂，延长苹果产业链。

福 清 人 在 通 渭 种 苹 果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丽媛
通讯员 朱强 董宝映

连日来，灵台县昊康牧业万头平凉红牛育

肥基地的工作人员驾驶饲料投放车，往返于崭

新的牛棚与饲料加工车间之间，毛色锃亮的牛

群悠闲地咀嚼草料。昊康牧业万头平凉红牛

育肥基地是 2023 年灵台县引进的一家集平凉

红牛育肥、牧草种植、有机肥生产为一体的循

环型现代企业，项目占地面积 570 亩，概算投

资 3.5 亿元。

“项目签约后，县里成立工作专班，实行县

级干部包抓、工作专班推进、技术人员蹲点指

导的工作机制，全程服务协调解决问题，聚力

推进项目落地实施。”灵台县上良镇党委书记

王海涛介绍说，目前基地已建成办公区、生活

区及干草棚、青贮池等配套设施，新建标准化

双列式牛棚 17 栋，青贮饲草 3.3 万多吨，饲养

肉牛 4520 头，今年 5 月全面建成后饲养量可

达 1 万头。

沿着双列牛棚一路走来，记者发现偌大的

基地很少见到工作人员。昊康牧业万头平凉红

牛育肥基地副经理王杰介绍，“每个牛棚安装了

监控系统，工作人员通过监控观察就可以记录

每头牛的情况，还可以根据每头牛的生长所需，

做到精准投喂，大大缩短了肉牛出栏的周期。”

“我们推行‘企业＋基地＋农户’的饲草产

业化经营模式，与周边群众签订粮饲兼用玉米

订单，能消化群众种植的粮饲兼用玉米 2.8 万

亩。”王杰说，基地还将构建一条“饲草种植—

肉牛养殖—粪污处理—有机肥还田”的绿色循

环产业链条，每年可收购犊牛 1 万头，生产高

效生物有机肥 8 万吨，发展有机农业 4 万亩。

昊康牧业万头平凉红牛育肥基地是灵台

县推动项目建设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灵台县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

念，聚焦“六大行动”“六条重点产业链”“三大

园区”建设，集中精力抓项目、促招商、兴产业，

全力以赴强支撑、育动能、夯基础，使县域经济

呈现大盘稳固向好、重点加速突破、动能更加

充盈的良好态势。2023 年以来，当地签约招

商引资项目 41 项，省外到位资金 50.6 亿元。

灵台县梳理重点项目清单，盯紧抓实重大

项目，明确县级包抓干部和进度要求，严格落

实“周调度、月通报、季考评”机制，全力推动重

大项目早开快建，谋划争取实施一大批补短

板、兴产业、助增收的大项目、好项目，全县上

下形成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浓厚氛围。

灵台：项目建设吹响“冲锋号”

◁ 外 地

大 学 生 在 天

水感受“热辣

滚烫”，并开展

课题调研。

新甘肃·甘肃日

报记者 高樯

◁◁ 志愿者正在为游客提志愿者正在为游客提

供咨询服务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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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凯丁凯

“红马甲”的一天

“请问你们这里有创可贴吗？”

“小伙子，请问洗手间怎么走？”

……

天水麻辣烫火爆“出圈”后，前来

“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在这座“网

红”城市里，总有一群年轻的身影忙碌

着，他们主动请缨志愿服务，坚守岗

位，用辛劳和汗水为天水文旅持续火

热贡献青春力量，成为城市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杨海彬是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2023 级学生，报名成为

“天水麻辣烫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

早晨 8 时，杨海彬就来到东煜广

场。给游客介绍景点、帮助商户收拾

餐桌、打扫垃圾……杨海彬的一天忙

碌又充实。

“我用课余时间来做志愿服务，为

天水麻辣烫助力，为天水发展作出一

点自己的贡献。在这里，我还认识了

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杨海彬说。

“小伙子，我们吃完麻辣烫想去麦

积山玩，怎么去最方便呀？”

由于经常有游客咨询杨海彬这样

的问题，杨海彬便在课余时间做起了

天水旅行攻略。怎么去最方便，票价

多少，是否需要预约……这些情况杨

海彬已熟稔于心。杨海彬告诉记者，

选择去伏羲庙和麦积山石窟的游客较

多，他会给游客简略地讲一讲这些景

点的历史和游玩攻略。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

学院 2022 级学生雷雪也是“天水麻辣

烫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名志愿者。雷

雪所在的位置可以说是东煜广场的

“十字路口”，南来北往的游客很多，不

时有游客咨询她最推荐哪家麻辣烫，

也有游客问路。

“穿上这身红马甲，我为我的工作

感到骄傲。”雷雪说。

早晨 9时，天水市秦州区大众路四

合院已是熙熙攘攘，中国建设银行天水

分行营业室工作人员张舒桐一天的志

愿服务工作就从这里开始了。

张 舒 桐 的 主 要 工 作 是 给 就 餐 者

分 发 餐 巾 纸 、给 商 户 发 放 一 次 性 纸

杯、维护现场秩序等。说起志愿服务

工作，张舒桐打开了话匣子：“一次，

我去一家麻辣烫店做志愿服务，有一

位苏州来的女游客问店主有没有米

饭，店主说没有米饭，只有馍馍。那

位女士不知道馍馍的意思，问馍馍是

什么，我在旁边看到，就给她解释了

一下。后来又教给她把麻辣烫夹到

馍 馍 里 的 吃 法 ，她 觉 得 自 己 发 现 了

‘新大陆’。临走时我们还互赠了小

礼物，这件事对我来说真的是又温暖

又难忘。”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天水的志

愿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麻辣烫助

力，描绘青春美丽、向上的底色。

“云”逛天水城

“刚进直播间的宝宝快给主播点个

关注吧！今天主播带你们吃天水麻辣

烫，看天水古城！”

一名主播、一部手机、一个手持云

台，直播间里的在线观看人数正在不

断 攀 升 。 贺 建 新 和 刘 贵 冰 两 位“95

后”的小伙子经营自己的短视频平台

已经有 2 年多的时间了。贺建新聚焦

家乡甘肃的农特产品，刘贵冰则更热

衷拍摄家乡的民风民俗和自己的日常

生活。

“开始我只拍视频，后来发现身边

很多人都在空闲时间做直播，于是我

也开始尝试做直播，粉丝渐渐多了起

来。”刘贵冰说。

“天水麻辣烫的火爆为甘肃带来

了流量，最近天水举办的活动多，我

们就过来了，做直播宣介天水，让网

友 在 我 们 的

直 播 间 看 到

了火热的天水，我

今 早 播 了 近 40 分

钟，平均每 5 分钟就有人关注我。”贺

建新说。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短视频

制 作 和 平 台 直 播 一 跃 成 了 新 的“ 风

口”。贺建新说：“直播、做视频确实给

我们带来了收益和知名度，这让我们

做自媒体的更有动力了。”

“通过我们的直播，能让更多的

人了解甘肃的美食美景，我觉得很自

豪，来这里做直播真的很值得。”刘贵

冰说。

为天水助力，为甘肃助力。年轻的

自媒体博主们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使

出“十八般武艺”，用潮流的方式，为天

水麻辣烫又添了一把火。

青春永远在路上

3 月 30 日，西安外国语大学 2022

级学生崔冉、谢斯晴、阎奕璇、杨子晗

等一行 6 人从西安连夜坐火车来到天

水，开启一场特别的“旅游”。

记者见到他们时，他们

正 在 现 场 观 看 并

拍 摄 由 清 水

县文旅局带来的《轩辕大帝》、舞狮等

惠民文化演出。

记者了解到，崔冉一行 6 人是国

际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他们利用周

末组团到天水旅游，除了品尝天水麻

辣烫、打卡“网红城市”之外，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任务——拍摄一个主题为

《天水如何将“流量”变“留量”》的专题

片，完成课程实践作业。

一座城市是如何靠一碗麻辣烫火

爆“出圈”的？这个想法给了他们灵感。

“这个想法刚成形的时候，我们特

别激动。天水距离西安很近，周末两

天的时间足够我们游玩并完成专题片

拍摄任务，我们 6 个一拍即合，就来了

天水。”谢斯晴告诉记者，他们采访了

许多天水市民，深切地感受到，每一位

天水人对于天水的爆红都发自内心地

感到自豪和开心，天水人民倾尽全力

做好服务的真诚和热情，也感染着他

们每一个人。

“天水是一座宝藏城市，能够通

过网络被更多人熟知，是一件非常好

的事情。天水的火爆也为我们传媒

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崔

冉说，来到天水，看到许多极具特色

的表演和非遗展品，这些都是鲜活、

丰富的拍摄素材，对完成此次拍摄更

加有信心了。

张 辉 一 行 3 人 也 来 自 西 安 ，3 位

“00 后 ”小 伙 子 提 前 做 好 攻 略 、规 划

好旅游线路，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

旅行”。

“特色小吃吃了，旅游景点也逛

了，让人难忘。”张辉说，“天水，

我们还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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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5 日，张家川县举办第五期“天水麻辣烫”烹饪技艺培训班，

来自全国各地的餐饮创业者在张家川县公共实训基地学习天水麻辣烫

的制作方法。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高樯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吴涵 杨唯伟 白永萍 王聪

青春为城市注入了无限活力，城市为青年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2024 年春天的天水有多青春？且看青年为您作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