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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漯河市面上的麻糖，十
有八九都是俺村生产的。可别
看这个小特产不起眼，那可是
我们村民发家致富的宝贝！”2
月 5 日上午，看着村里麻糖生
产销售两旺的喜人景象，召陵
区召陵镇拐张村支部书记张欠
欣慰地告诉记者。

老产业依然生机勃勃

俗话说：“二十三，麻糖
粘。”小年即将来临，而以生产
麻糖而享誉漯河的拐张村，也迎
来了生产和销售高峰。

“拐张老式麻糖是漯河地道
的土特产，我们家原来就是做麻
糖的，传到我有好几代了，算下
来已经有 300年的历史了。”在
村民邹江涛的厂子里，他一边带
记者参观，一边向记者介绍，

“现在村里已发展到有10家做麻
糖的企业，参与生产的工人有
100 多人，加上跑销售的近百
人，村里几乎家家都参与了麻糖

产业的发展。小麻糖，成了村里
几代人致富的‘接力棒’。如今
一个冬季，村里麻糖的生产总值
大概就有600万元。”

记者注意到，拐张麻糖能具
有长久的生命力，与村里对传统
产业传统工艺的坚守分不开。和
邹江涛一样，村里所有生产麻糖
的工艺，基本上还是纯手工制
作。工人们先把小米蒸煮，将麦
芽掺进去使小米糖化，再用大锅
熬成糖稀，然后炒糖，再加入芝
麻做成麻糖，最后装箱。一根麻
糖，整个生产过程经过 12道工
艺、32个环节做成。

虽然麻糖的生产旺季只有短
短三个月，产品季节性很强，但
仍能让许多村民得到不菲的收
入。村民郭松华高兴地告诉记
者：“我做麻糖有十多年了，每
天的工资是200元，在屋里不受
冻，三个月下来还能挣不少钱，
每年都能过个肥年！”

小 村 的 麻 糖 更 是 名 声 在
外。张欠告诉记者，村里生产
的麻糖供不应求，已经远销到
郑州、北京等地，甚至村里人
去国外的时候，也会带一点麻
糖走亲访友。

小麻糖带动村民致富

眼看近几年麻糖日益受市场
欢迎，拐张村也开始围绕麻糖做
文章，壮大传统产业，让更多村
民参与其中，走上共同发家致富
之路。

“我们的思路是产业化运
作，一来可以保护传统工艺产
品，二来可以抵御市场风险。”
驻村第一书记关瑞娜对记者说，

“现在，大家已经有了建立合作
社的意向，并且开始申请原产地
保护商标，对麻糖的生产质量和
传统工艺建立统一的标准，进行
产业化运作，在全国打响品牌。
让麻糖发展成村里的特色产业，
带动更多人就业，达到共同富裕
的目的。”

在村里为传统产业长远考虑
的同时，各生产厂家也在进步，
在坚守传统工艺的同时，提高生
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现在村
里的所有工厂都由原来纯人工炒
糖、人工粘芝麻，变成了现在的
机器化操作。邹江涛告诉记者：

“这些机器都是我们在生产中总
结发明创造的，非常实用，像炒
糖原来一锅只能炒几十斤，现在
一锅能炒500斤左右。”

长距离的运输，对麻糖的保
存提出了较高要求。对此，邹江
涛坦言，曾经认真想过这个问
题，最后的办法是在包装上下功
夫。“以前麻糖销售的时候仅用
塑料袋包起来，现在我们有了专
门的礼品盒，外面是纸箱，中间
还夹着 1层充气膜、2层防压膜
和1层纸封袋，这样可以防止运
输中出现麻糖酥掉的情况。”

在销售上，除了传统的销售
渠道，一些村民还开了网店，坐
家不动，每天都能卖上百斤麻
糖。

眼下，一些麻糖生产企业也
开始研究如何创新燃料使用，达
到既保持传统麻糖的口感，又不
污染环境的目的。

记者参观村里的几家麻糖企
业的时候看到，不少人来此购买
麻糖，他们或批发销售，或走亲
访友，希望把这份甜蜜带给千家
万户。

老产业焕发新活力 拐张麻糖产销两旺

一根小麻糖 成村民致富“接力棒”

本报讯（记者 王 辉）春节
临近，困难职工牵动着大家的
心。2月 5日，记者获悉，市总
工会筹措 100 多万元对困难职
工、困难农民工进行慰问，确保

他们温暖过节。
据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介

绍，困难职工连续六个月以上家
庭实际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未经政府救助，生活
特别困难的职工家庭；家庭人均
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经政府救助后仍生活困难的
职工家庭；家庭人均收入略高于
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可根据
实际情况参照当地规定的低收入
标准），但由于患病、子女上学、残
疾、单亲及其他特殊原因造成生
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家庭人均收
入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3倍

（含）以内，但由于遭受突发事件、
意外伤害、重大疾病及其他原因
导致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加入
工会组织、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
同、按务工地标准且符合上述条
件之一的农民工家庭，具备这些
条件可以申报此次慰问活动。市
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将对申报人
员的信息进行比对，对在档困难
职工进行一次精准筛查，进一步
精准识别困难职工家庭的状况和
需求，确保更精准、更规范实施救
助，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和困难
农民工，届时市总工会将给予每
人1500元的慰问金。

本报讯（记者 张晓甫
实习生 岳 琳）“太感谢你
们了，没有你们的帮助，这
几万块钱还不知道咋要回来
呢！”2月5日下午，在市区
白云山大道西侧的一个建筑
工地，市建委清欠办帮助该
工地农民工要回拖欠工资
400 万元，300 多名农民工
拿到血汗钱喜不自胜。

一楼会议室里，工作人
员拿着一摞摞现金有序地摆
放在办公桌上。“先摁手
印，再写收条，按照顺序
来。”工作人员边组织农民
工代表排队边说。

“我手底下有 8 个人，
这次要分到3万元的拖欠工
资。”来自舞阳县莲花镇弯

庄村的农民工代表弯向阳刚
刚摁下手印，从工作人员手
里接过厚厚一叠百元大钞，
顿时眉飞色舞起来。“我们
问工地要了好几次，年年
拖，今年总算是给我们解决
了。”弯向阳等 9名农民工
2015 年在该工地做建筑工
人，中间曾为拖欠工资找了
工地负责人好几次，终于在
春节前得以圆梦。

记者看到，农民工代表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均拿
到了血汗钱。市建委清欠办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17
年以来，全市共清欠 70 起
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清理
工资 4814 万元，涉及农民
工2687名。

300多名农民工领到血汗钱

本报讯（记者 张晓甫
实习生 岳 琳）前面清洗车
缓缓开行，后面几十名环卫
工拿着扫帚立即跟上……不
一会儿，人行道的路面变得
干干净净。2 月 5 日上午，
记者在市区嵩山路、长江路
等多个路段发现，我市环卫
部门组织环卫工人、洗扫车
等，对多个城市道路进行全
面大扫除。

在嵩山路上，几十名环
卫工人正拿着扫帚，把污水
扫进排污管道。“上午八点
准时开始清扫这段路，现在
已经清扫了一半多。”一名
环卫工人告诉记者。

市环卫处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前阵子的积雪净化
了城市空气，但也给城市道
路环境卫生带来不少问题。

天气晴好后，市环卫处紧急
召开动员会，要求各区环卫
部门迅速开展一次为期一周
的大清洗活动，全力清扫雪
后道路污垢。

“我们将在最短时间内，
对全市 141 条主次干道、人
行道、背街小巷的泥尘全面
进行一次清扫、冲洗，迎接
春节。”市环卫处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市环卫处已安排
专人对本次清洗行动的落实
情况进行全面督查，并对清
洗后道路进行“以克论净”检
测，统计结果进行每日通报。

市环卫处采取市区联
动、人机配合的方式，出动洒
水车、洗扫车、吸尘车和近千
名环卫工人，不间断对市区
主次干道洗扫，争取尽早恢
复城市面貌的干净整洁。

筹措100多万元 慰问困难职工

141条主次干道洗脸迎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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