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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大哥，麻烦你看看我家的天麻种子是不是出
什么问题了？为什么今年产量没有去年的好了？”11
月 9 日，在商南县清油河镇碾子沟村村民谢付记家，
一位邻居匆匆忙忙前来咨询。

面对疑惑，谢付记耐心解答：“你看你家天麻种植
的地方光照充足，加上今年雨水较少，跟去年比会有
一定的减产。种天麻要在半阳半阴的地方，最好是土
质含酸性，不要含碱性，菌棒排匀，把菌种放多一点，
这样就会好很多。”

谢付记一一向村民答惑解疑，直到村民满意地离去。
今年 54 岁的谢付记并不善言谈，当听到清油河

镇干部夸他是天麻种植方面的“土专家”时，他腼腆一
笑，直言国家政策好，各级干部一直帮助他，才让他有
了发展天麻的勇气，慢慢从昔日的贫困户一跃成为今
日的致富带头人、天麻种植方面的“土专家”。

说起与天麻种植结缘，谢付记说，他是在 2012 年
开始尝试种植天麻的。

“那时候听说收购一斤天麻 15 块钱，一亩地可以
种 2000 窝，亩产达 1 万斤左右呢，就想着小打小闹赚
钱。”说起最初种植天麻的经历，谢付记感慨地说，“开
始只是想着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家中孩子相继考上
大学，每年的费用算下来需要两三万元，而我在周边
村镇干建筑活，每天仅有 100 元工钱，巨大花销使肩
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2015 年底，谢付记家因学致贫被确定为贫困
户。戴上贫困户帽子对谢付记来说并不光彩，他
就开始琢磨如何挣钱。“如果仅仅依靠种粮食、打
零工，什么时候才能摘掉贫困户的帽子，儿女上学
欠下的债务什么时候才能还清……”

过了大半辈子从不服输的谢付记在那些日子天
天眉头紧锁，一个人一坐就是大半天。

碾子沟村山大沟深，森林资源丰富，缓坡地、谷沟
地较多，是种植天麻的最佳区域之一。谢付记在天麻
种植方面也是小有名气，但是由于缺乏产业发展启动
资金，种植规模一直是“小打小闹”不成规模。当时，
在谢付记整日愁眉不展之际，商南县检察院包扶干部
郭宝成帮他申请到 5万元贴息贷款。

谢付记拿出 1 万元作为股金投到村上的兴源天
麻栽培专业合作社，其余的 4 万元作为种植天麻的启
动资金。为确保种植的天麻品质好、产量高，卖出好
价钱，他先后购买了多本关于天麻种植的书籍，不断
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他还自费去河南卢氏县学习天
麻育种技术，回来后尝试培育种苗并取得了成功。

经过一年的打拼，谢付记种植的 1000 窝天麻个
头大、产量高、质量好，一下子就卖了 4 万多元，加上
合作社入股分红的 5000 元和发展 7000 袋香菇卖得
的 2万多元，他全年净收入近 6万元，让他彻底甩掉了
贫困户帽子。

尝到甜头后，谢付记决定逐年扩大种植面积，
天麻越种越好，年年都收入可观。

“天麻种植是一个细活儿，从种子选择、播种育
苗、后期管理等方面都要掌握好种植技术。”经过 10
多年的种植，谢付记在“土方法”的基础上添加新种

法，天麻的产量和收入逐年增加，成为村里名副其实
的产业大户。

“每年 3月做菌种，4月配菌棒，6月繁殖天麻种子
并种植，7月进行后期管理，再到 11月初挖天麻，虽然
听着可能就是一个过程，但有时候如果出现育种不成
功或降水不够的年份，减产在所难免。不过说起来，
天麻种植还是收益很可观的，你看我家的砖房，就是
卖天麻后盖起来的。”谢付记的妻子余秀琴直言，只有
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

“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差，村上人没少帮助我，这
些恩情在大家看来可能没什么，但是对我来说，这
是我困难时期支撑我坚持下去的力量。我给村上
做不了什么大事，能伸把手的时候我就伸把手。富
了之后不能忘国家的恩，不能忘党的恩，我也积极
向党组织靠拢，现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我有义务带领群众发家致富，把我们的日子越过越
好。”谢付记笑着说。

村民张有森是残疾人，平时就靠干点农活卖点土
特产过日子，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十分紧巴，谢付记鼓
励他种天麻，但其担心没钱没种子没技术，种天麻的
事一拖再拖，眼看过了天麻栽种的时节，谢付记直接
从自家拿出 15 公斤天麻种子，免费让他使用，还手把
手教他天麻花粉传授技术。后来，张有森种植的 400
窝天麻收获后卖了 1 万多元。村民胡国名怕天麻行
情不稳定不赚钱，谢付记承诺对他种的天麻进行保底

价收购，消除了他的后顾之忧。胡国名今年种了
1000 窝天麻，是往年种植数量的一倍。村民李辉家
交通不便，天麻菌种怎样运输到家成了问题，谢付记
帮他买了 500 窝菌种用三轮车分批次免费送到其家
中……在谢付记的带领下，碾子沟村成立了天麻种植
合作社，大伙抱团发展，组团闯市场。如今，碾子沟村
的天麻在省内小有名气。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谢付记通过自己的苦干、
实干、巧干，摆脱了贫困，走向了富裕，并拉着乡亲
们一起向小康迈进。“我现在打算继续改良天麻种
子，争取培育出更多更优质的天麻。以前的种子品
种老化，产量越来越低，有的人看着种天麻没有开
始的效益好就会放弃，但我更想坚持下去，更好地
发展天麻种植，不断帮助跟我家庭情况差不多的人
提升生活品质。”谢付记笑着说。

没什么豪言壮语，谢付记用自己的行动，不仅摘掉
自家的贫困帽子，还帮助村民共同致富，他兑现了自己
的承诺。

种 植 天 麻 踏 上 小 康 路
本报记者 南 玺本报讯 （通讯员 钱晓东）今年以

来，人民银行商洛市中心支行充分发挥
货币政策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功能，前
瞻性加强跨周期逆周期调节，引导金融
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持续助力稳
经济增长。9 月末，全市人民币各项存
款 余 额 1578.6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03%，较年初增加 184.27 亿元；人民
币各项贷款余额 864.10 亿元，同比增长
15.85%，较年初增加 106.33 亿元，首次
突破百亿元大关。

全市贷款增速持续上升，信贷支
持 企 事 业 单 位 力 度 较 大 。 今 年 9 月
末，全市人民币贷款余额 864.10 亿元，
同比增长 15.85%，较上月末上升 1.35
个 百 分 点 ，高 于 全 国 贷 款 平 均 增 速
4.65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全市贷款增
加 106.33 亿元，同比多增 23.99 亿元，
其中，9 月份贷款增加 25 亿元，同比多
增 11.93 亿元。一是企事业单位贷款
增加较多。9 月末，全市企事业单位贷
款余额 567.69 亿元，同比增长 17%，高
于各项贷款增速 1.15 个百分点；前三
季 度 增 加 72.12 亿 元 ，同 比 多 增 25.18
亿元，新增额占全市各项贷款新增额
的 67.83%。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房地产
市场疲软影响，住户贷款呈现少增态
势，前三季度全市住户贷款增加 34.21
亿元，同比少增 1.19 亿元。二是中长
期贷款和票据融资保持较快增长，有
效满足实体经济流动性资金需求。9
月末，全市中长期贷款余额 640.3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16% ，前 三 季 度 增 加
78.87 亿元，新增额占各项贷款新增额
的 74.17%。票据融资余额 56.87 亿元，
同比增长 26.46%，前三季度增加 10.57
亿元。中长期贷款和票据融资的快速
增长，有效满足了实体经济流动性资
金需求。三是大型银行贷款增速持续
提升，新增额占全市比重近六成。9 月
末 ，全 市 全 国 性 大 型 银 行 贷 款 余 额

426.07 亿元，同比增长 19.11%，前三季度增加 59.29 亿元，同比多增 20.43
亿元，新增额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比重为 55.76%，较上年同期提高 8.57 个
百分点。从单家机构看，农发行商洛市分行、农行商洛分行和长安银行商
洛分行新增贷款超 10 亿元。

全市人民币存款余额增加，住户和非金融企业存款合计多增近 70 亿元。
今年 9 月末，全市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1578.63 亿元，同比增长 13.03%，持续
保持较快增长；前三季度，全市存款增加 184.27亿元，同比多增 45.76亿元，增
量较上年全年多 48.05亿元。一是住户存款大幅多增。9月末，全市住户存款
余额 1186.28 亿元，同比增长 14.54%，前三季度增加 138.14 亿元，同比多增
35.64 亿元。二是非金融企业存款增速持续上升。9 月末，全市非金融企业存
款余额 168.91 亿元，同比增长 22.32%，前三季度增加 40.79 亿元，同比多增
32.53 亿元，增量是上年同期的近 5 倍。三是机关团体存款、财政性存款同比
少增。9 月末，全市机关团体存款余额 183.87 亿元，同比增长 3.25%，前三季
度下降 0.91 亿元；财政性存款余额 30.24 亿元，同比减少 16.67%，前三季度增
加 3.35亿元，同比少增 21.0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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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付记谢付记（（中中））晾晒天麻晾晒天麻

立冬过后，记者来到商州区牧护关镇秦岭
铺村，只见阵阵热气不时从一座座制作地道黑
龙口豆腐干的作坊冒出，随之飘来阵阵豆香气。

当记者来到惠民豆腐坊时，只见屋里摆放
着磨浆机、大锅、案板等物品，一个靠窗的角落
里，村民张娥和儿媳妇张莉娜正麻利地把煮沸
的豆浆点好卤，娴熟地包出一个个大小相似的
雏形，有条不紊地制作豆腐干。

“我们全家齐上阵，一天能做 200 斤豆子左
右，从开始选豆子泡到卤好，要连续干 6 个小
时。”张娥说。

这些正在制作的豆腐干第二天就可以售
卖，有些送往商洛市区几家店铺，有些是外地客
商预定的，有些留着卖给过路的旅客，基本上都
是按量按需准备。

“有个渭南客商一周来一次，每次都批发
2000多片豆腐干回去卖。”张莉娜一边忙一边说。

惠民豆腐坊卖的都是新鲜豆腐干，主要根据
不同的需求控制豆腐干的老嫩程度，进行最传统
的线下售卖，不用真空包装网络发货。“像西安人
普遍爱吃嫩些的豆腐干，我们发往那边的就卤得
次数少，咱这儿的人爱吃硬一点的，就多卤几遍，
这样能满足不同顾客的要求。”张娥说。

黑龙口街道上，数家店铺门口都放置着木
架，上面整齐摆放着做好的黑龙口豆腐干，它们
呈手掌般大小、圆角方形，小巧精致。

“我这店从 40 多年前开业，就一直卖着豆
腐干。街道上主要经营吃食的店和我们一样，
基本都卖着豆腐干。”商户胡芳说。

牧护关镇位于秦岭深处，有着营养丰富的高
山大豆和富含矿物质的岩缝山泉，依托这些自然
资源，一代代勤劳的老黑龙口人用积累的传统秘
方加工改良，制成了耐嚼有味、口感独特的黑龙

口豆腐干，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我们这儿的豆腐干好，主要是本地水

好，之前有外地人来学习了制作技艺，然
后回去后做，但是味道怎么也不对，还

专程跑来拉水了。”胡芳笑着说。
秦岭铺村村委会主任易中印

说：“我们这里基本上是家里几辈
人都在做豆腐干，属于传承下来
的老手艺了，我家四辈人都在做
豆腐干。”

据了解，已经合并到牧护关
镇的原黑龙口镇地处 312 国道和
101 省道交汇点，是联系商洛、西
安和渭南的交通要道，区位优势明

显。当地人就抓住这个商机，把豆
腐干卖给过路的旅客和司机，他们不

仅自己吃，还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品尝，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黑龙口豆腐干就成了一张
响亮的名片，豆制品渐渐成了当地人发家致富
的主导产业。

“这地方光我村上，最多时就有三四十家豆
腐坊，每天能发 30 多筐货，一筐 150 片左右，量
太大了，本地豆子不够用，基本上每家一年都要
从东北、河南等地拉 10 吨以上的优质大豆。”易
中印说。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去年水毁道路影响，黑
龙口街道过路的客流量大减，卖豆腐干的店铺、
做豆腐干的人也减少了很多。“之前那边街道最
多时开了 6 家店，现在剩两家了，我原来一年最
多时要用近 30 吨豆子呢，现在一半都用不到
了。”黑龙口街道的商户寻宽盈皱着眉头说。

据介绍，制作黑龙口豆腐干要经过选料、
泡豆、磨浆、滤渣、煮沸、点卤、装袋成型、挤压
定型、卤制、晾晒等 10 个步骤，生产过程全部
采用手工制作。每天制作豆腐干时需要凌晨
两三点起床，一直忙到天亮，基本上除了过年
几 天 时 间 ，三 百 六 十 天 几 乎 不 休 息 ，十 分 辛
苦，因此做黑龙口豆腐干的手艺人大都是中
老年人，少了后继力量，这也是豆腐坊减少的
一个原因。

“现在生活质量提高了，我儿子他们那些年轻
人嫌麻烦，就逢年过节回来帮几天，其他时间都在
外面，不想在老家做豆腐干了。”胡芳无奈地说。

酒好也要勤吆喝，生意变冷清加之年轻人
的排斥，使得黑龙口豆腐干这一传统手艺陷入
了目前的尴尬境地，但胡芳对此却很乐
观，“我婆婆她们那代人靠三寸金莲勤劳
制作了一辈子豆腐干，对我们这辈人影
响很大。我们也做了半辈子了，随着村
子发展得更好，以后孩子们肯定
也会像我们一样，将这门手艺发
扬光大。”

黑龙口豆腐干黑龙口豆腐干，，舌尖上的舌尖上的““老味道老味道””
本报见习记者 刘桃李

熬制熬制

豆腐干定型后豆腐干定型后““剥干子剥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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