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25 日，在位于淮滨县栏杆街道办事处欧坡村的四季纺织有限公司扶贫车间内工人正在
赶制童装。据了解，该车间一期项目占地七亩，新建加工车间标准化厂房近 3000 平方米。全部投产
后，能提供百余个就业岗位，带动辐射周边固城乡、谷堆乡等 3 个乡镇。 朱丝语 秦怡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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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粉条编织致富梦
县区

传真

本报记者 张方志

寒冬时节， 在古老的息县大
地上， 手工生产红薯粉条开始进
入一年中的兴盛期。 走进该县的
白土店乡， 你会发现到处都有手
工红薯粉条的影子。秋收冬藏，在
大多数农人选择在冬天里歇一歇

的时候， 这里的人们却还在辛勤
劳作， 用手工红薯粉条编织着致
富的梦想。

“梆……梆……梆。 ”昨日，在
息县白土店乡曹围孜村村民曹希

正的家里， 一场手工生产红薯粉
条的劳作正火热进行。 曹希正站
在一口大锅旁， 挥动手中的木槌
砸向放在腿上的铁瓢， 然后铁瓢
中的红薯粉团便顺着铁瓢下方的

小圆孔冒出来， 形成一根根细细
的粉条钻入锅里的开水中。 在曹
希正的院子里， 堆放着数十麻袋
已经晾干的粉条， 这些粉条都是
他一锤一锤砸出来的。

曹希正今年 57岁， 从事手工
红薯粉条生产近 30年， 有着丰富
的经验和高超的技艺。 “你看我用
木槌砸瓢是不是感觉很简单？其实
这中间需要技术的。 ”在砸完一盆
近 40公斤的红薯粉团后， 曹希正
停下来对记者说，“落槌的力度和
瓢距离锅中水面的高度都要拿捏

准确， 不然做出的粉条就会粗细
不均匀。 ”

曹希正坦言， 用机器生产粉
条效率更高， 但是他们却一直还
保留着纯手工生产红薯粉条的工

艺。“手工粉条更劲道，而且对原料
要求比较苛刻，手工红薯粉条所用
的粉面不能掺假， 必须是纯红薯
粉。 ”曹希正说。 正因为吃起来劲
道，粉面纯，所以曹希正生产的手
工红薯粉条市场价格也非常可观。

“在我们当地， 我的红薯粉条能卖
到 16元到 20元每公斤，拉到信阳
市内则能卖到 24元每公斤。 我每
年生产 6000斤左右的粉条， 除去
成本，可收入 4万余元。 ”

除了自己生产红薯粉条外 ，
曹希正还帮别人代加工， 而在这
个过程中， 他还带动了 7 个劳动
力共同挣了钱。 “从和粉面到出粉
条，我们一般需要 8 个人，一斤粉
面收一元钱， 挣的钱我们 8 个人
平分， 这样一个冬天下来每人也
能挣好几千元呢。 ”曹希正说。

如今，曹希正又出资建起了冷
库，这样一来，手工生产红薯粉条
再也不用受到天气的限制。 “有了
冷库后，我们就可以一年四季加工
粉条， 这样就能扩大生产规模，也
能挣得更多。 ”曹希正憧憬着说。

商城县长竹园乡

清理陈年垃圾
信阳消息（刘春霞）秋冬万米乡间路，净美

村居在长园。 连日来，商城县长竹园乡主要领导
带头，乡村干部齐上阵，集中时间、集中人力、集
中机械，大力开展陈年垃圾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形成了“横到边、竖到底、全覆盖、无缝隙”的城
乡环卫一体化新格局。

此次行动以清理陈年垃圾、建筑垃圾、废弃
秸秆杂物为重点，以主次干道、河塘沟渠、房前
屋后、林间地头为范围，组织人员机械全面彻底
清理，做到无暴露垃圾、无卫生死角。

截至目前，全乡共出动干部群众 500多人次，
出动机械 30多台套，清理陈年垃圾 18余处，清运
陈年垃圾 2300余方， 使全乡 16个村， 村村焕新
颜， 极大改善了全乡群众的生活环境， 提升了群
众的幸福指数。

光山县白雀园镇

念好节日“紧箍咒”
信阳消息（邹晓峰 程新宇）为营造风清气正

的节日氛围，光山县白雀园镇多措并举筑牢纪律
“防火墙”为节日画“红线”。

该镇利用每周一晚夜学会、 入村工作日等
平台开展集体廉政谈话，专题学习新修订的《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利用镇电视台、微
信工作群及 LED 大屏幕等载体滚动播放喜庆
的节日祝福并与反腐倡廉融为一体， 教育和提
醒镇村干部时刻树立廉洁自律意识， 增强防腐
拒变的能力。

同时，坚持监督检查全覆盖，镇纪委采取不
定时、不打招呼的方式，加大监督检查和明察暗
访力度，并畅通举报渠道，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
发动广大群众参与监督节日腐败，让“四风”无处
藏身，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顶风违纪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