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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高新区八庙村党委书记姜平傲

打造宜居宜业文明村
本报记者 袁炳权

走进宝鸡高新区天王镇

八庙村，柏油主干道宽阔平坦

（见上图），文化、休闲、健身长

廊令人耳目一新，体育健身

器材、农家书屋、棋牌室等设

施齐全。近日，村党委书记、村

委会主任姜平傲告诉记者，今

年，八庙村将在省级文明村的

基础上创建全国文明村，让村

子更加宜居宜业。

八庙村地处秦岭北麓、

渭河南岸，是一个山川塬融为

一体的合并村，下辖 19个村

民小组，全村 5000多口人。多

年来，他们以工业园区为中

心，大力发展股份和个体企

业，以多种经营为抓手，扩大

种植养殖规模，形成了一二三

产业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本

村及周边 700 多名村民实现

了在家门口就业，全村 75%

的村民持有企业股份，每年分

红 180 万元左右。2023 年，

全村实现经济收入 3.5亿元，

村民人均纯收入 2.4万元，村

集体收入达 130多万元。

“2023 年，村上修建了孝

道长廊、八角亭、公厕，绿化、

美化主干道路两侧 8000 多

平方米，完成了西村人饮管

网更换工程，安装了 233 盏

太阳能路灯和 80 盏庭院灯，

村子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姜

平傲介绍，新的一年，村上将

抓好农田灌溉设施维护，拓

宽八庙村到天王村的通村

路，完成东村人饮管网更换，

完善所有农户门前绿化美

化；同时，坚持评选表彰“好

媳妇”“好婆婆”“十星级文明

户”，加强环境卫生“五星管

理”，激励引导村民讲文明、

树新风，努力向着“全国文明

村”阔步迈进。

电力机车火车头、现代

化的园林景观、宝成铁路浮

雕景观墙……宝鸡火车站

是我市的一张靓丽名片，站

前广场的“华丽转身”，在春

节前后吸引了不少返乡的

宝鸡人前去拍照打卡。看着

一张张心满意足的笑脸，宝

鸡火车站广场改造提升项

目工程技术负责人倪亚涛

深感欣慰，看来一年的艰辛

付出值得了。

对于这个项目，倪亚涛

用12个字概括：“时间紧、

任务重、要求高、资金少。”他

告诉记者，该项目位于经二

路繁华路段，周边环境非常

复杂，涉及桥梁、公路、隧道、

地下人防等多个作业，需要

克服重重困难。经过苦思冥

想、多次勘测，倪亚涛和项目

团队制定了详细的施工计

划。在项目建设期间，根据项

目需求和技术要求，大家研

究解决方案，并根据总公司

专业建议进行调整，争分夺

秒奋战在施工一线，以求项

目更加符合实际需求，更快

投入使用。最终，宝鸡火车站

站前广场于2023年 10月正

式向市民及游客开放。

宝鸡火车站广场还有

地下隧道的施工在进行，

今年 4 月底才能完工。站

在 2024 年的起点上，倪亚

涛不敢有丝毫懈怠，他说 ：

“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现场施工管理、技术方案、

质量管理、进度管理等每

个环节我都会认真负责，

只为给市民和游客打造一

个更加便捷、更加美丽的

火车站广场，让大家享受

到城市更新的成果。”

回到老家看望完父

母和亲戚后，快递员牛小

强大年初三就回到了市

区。大年初四一大早，牛

小强和往常一样，驾驶着

装满快递的三轮小车，准

时出现在市区西凤路上。

一二百件快递要在当天送

完，一刻不得耽搁，牛小强

抱着几件快递，拖着稍有

些外翻的右腿，一跛一跛

走向街边门店的客户。

牛小强今年 42 岁，陈

仓区香泉人。年轻时因为一

场车祸，右腿落下了残疾。

但命运的不公不仅没有打

倒他，反而激励他更加拼

搏。牛小强之前在市区一家

橡胶厂工作，一直努力苦

干，靠着自己的勤劳在市区

东仁新城买了房，也成了

家。2017 年，牛小强从橡

胶厂离职，成为一名快递

员。他的配送范围从市区西

凤路到巨一广场之间，这里

小区多，商家也多，每天都

要揽收五六十份快递，同时

送出 200 多件快递。

当快递员的 7 年时间

里，牛小强很少休息，有时

甚至一个月休一天都做不

到，但他从不抱怨。“人不动

弹就挣不下钱。虽然苦一点

累一点，但是收入还不错，

我挺满意。”牛小强说，他有

一儿一女，都在上学，目前

自己的收入足够养家，他也

觉得日子过得有奔头。

龙年已经到来，牛小

强干快递工作越来越有劲

头，他笑着说 ：“新的一年

我将继续干好本职工作，

让客户满意就是我最大的

追求。”

今年春节，市区公园路

一家陕菜馆的厨师长左海涛

又是在忙碌中度过，他要让

来宝鸡的游客和返乡的乡党

品尝到地道的宝鸡美食。当

谈到新年愿景时，左海涛说，

作为陕菜传承者，他将结合

食客的口味做好创新，让宝

鸡美食香飘万里。

今年38岁的左海涛是渭

滨区高家镇人。2006年，他应

聘到公园路的这家陕菜馆，从

配菜、加工凉菜干起，一直做

到了厨师长。如果说刚开始学

厨艺是为了有一份养家的工

作，那么“做陕菜的传承者”就

成了左海涛的理想。他先后在

宝鸡、西安拜了3位师傅，学

习钻研陕菜的烹调技术。学成

后，左海涛和他的团队开始了

陕菜创新以及陕菜制作标准

化的探索。其间，他还到上海、

宁波、广州等地学习，仅去年

他就外出学习4次。回来后，

左海涛和伙伴们对宝鸡美食

进行改良，既保留了西府菜的

本色，又添加了时尚现代的元

素。他们借鉴粤菜、淮扬菜的

技艺，使用本地的樱桃制作的

“樱桃山药”，酸酸甜甜大受食

客欢迎；又把宝鸡甑糕装在冰

激凌的甜筒中，再淋上咱宝鸡

产的好酸奶，那味道真绝！

谈到新年愿景，左海涛

说，他将以振兴陕菜为己

任，做好传承与创新，为宝鸡

美食“出圈”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这个春节，千阳县高崖

镇普社村返乡创业者陈秀荣

格外忙碌。有网友订购蜂巢

蜜，她一边视频直播，一边打

包发货（见右图）。返乡创业

三年来，她经常通过网络平

台分享自己的乡村生活，已

成为村民眼里的网红。陈秀

荣说，她希望通过对乡村生

活的真实记录，让更多的人

关注乡村变化，感知乡村之

美，让更多的年轻人像她一

样回到乡村、建设乡村。

今年43岁的陈秀荣，原

本和丈夫在外地从事餐饮行

业，随着父母年纪渐渐大了，

他们决定回到老家创业。普

社村地处大山深处，当地群

众不少已搬迁到县城或者平

原地区生活。很多人不理解

陈秀荣夫妻重新回到大山的

举动。陈秀荣说，在外生活一

直感觉在漂泊，只有回到从

小生活的地方，才感到心里

踏实。回到家乡，陈秀荣夫妻

承包了100亩地种植玉米，

还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

合作探索，在宝鸡首次成功

种植水果核桃，并养殖蜜蜂

300余箱。陈秀荣说，乡村生

活既烦琐也辛苦，每天有干

不完的农活，但近几年农村

的好政策非常多，乡村创业

的前景十分广阔，让她常常

觉得回家的决定非常正确。

工作之余，她会把在乡村生

活的见闻和感受制作成视频

发布在网上，慢慢地粉丝越

来越多，已经达到万余人。

陈秀荣说 ：“新的一

年，希望我的视频可以吸

引更多青年人关注乡村，

同时我将采撷更多的乡村

故事，酿出比蜜更甜的乡

村创业生活。”

返乡创业者陈秀荣

愿更多人感知乡村之美
本报记者 周淑丽

陕菜传承者左海涛

让宝鸡美食香飘万里
本报记者 韩正强

快递员牛小强:

“客户满意就是我的追求”
本报记者 张家旗

左海涛制作美食

牛小强核对快递信息

宝鸡火车站广场改造提升项目工程技术负责人倪亚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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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序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