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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还不够。王琪发现，化隆拉
面为什么不能用化隆当地的牛羊肉
呢？留守在化隆还有将近20万人，他
们完全有条件完善拉面经济的闭环。
王琪希望，把江苏通过发展集体经济，
带动农户增收的经验带到青海化隆。

“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是“无锡经
验”在青海化隆的成功示范。

刚开始，化隆县德恒隆乡乡长多杰
才旦心里是嘀咕的，扶贫干部提出来的
发展模式究竟是否可行？为了让多杰
坚定信心，王琪专程安排他去了趟无
锡。当时，整个德恒隆乡还没有集体经
济收入，而锡山区一个村的集体年收入
能超过1000万元，多杰深深触动。

德恒隆乡，化隆县六个深度贫困
乡之一，也是王琪的扶贫连点乡。在
这个乡，以前农户养殖牛羊是散养的，
规模也较小；养殖场建成以后就把所
有的分散养殖集中起来。最近，又有

一个村与当地最大的牛羊肉销售企业
谈下了意向合作。公司负责人马永明
告诉记者，公司做大做强以后，村里农
户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以前老
百姓卖一头牛大概是7000元，现在可
以卖到8000-10000元。

目前，化隆362个行政村全部实
现集体经济“破零”，真正实现了“造
血”功能。2020年4月，化隆县成功脱
贫摘帽。多杰才旦说，王琪即将离开
化隆，真的有点舍不得；不光是自己一
个人舍不得，化隆人民都舍不得。

即将挂职回来的王琪说：“对于江
苏人而言，吃面有常来常往的意思，这
一根拉面萦绕的两地情缘。我将永记
于心，虽然化隆脱贫摘帽了，但是江苏的
帮扶不会摘，无锡化隆两地的情谊也不
会断，未来我们依然会并肩向前……”

（晚报记者 陶洁 通讯员 许加彬
亚叶）

本报讯（晚报记者 蔡佳）最近
的阳光有些娇羞，好不容易见到了一
面，不一会儿又躲起来了。昨天锡城
的天空又恢复了阴沉，尽管早晨的最
低气温有9.1℃，但没了阳光感觉有
点压抑，体感温度也没有明显回升。
都说阳光是冬天的稀缺物，虽然天气
寒冷，但只要有大把的阳光，晴多雨
少，冬天的日子也就没那么难过了，
这样阴阴雨雨的天气何时了？

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今天太阳
继续“偷懒”，天空云系较多，会有一
次弱降水过程，外出请带好雨具。最
近处在冷空气间歇期，暖湿气流控
场，气温有所回升，但不可掉以轻心，
毕竟处在冬天的地盘，冷空气总是蠢
蠢欲动。其实，本周有三股冷空气前
后发动，所经之处不是雨雪就是降
温，但这三股冷空气并不是都对无锡
有影响。第一股冷空气已“报到”，但
实力有限，活动范围主要在华北、黄
淮等地；第二股冷空气在11-12日出
发，依旧是“弱字辈”，只在内蒙古东
部、东北地区一带晃悠。

正在酝酿的第三股冷空气就不
一样了，这次的冷空气势力以“强”冠
名，会“一视同仁”从北冷到南，中东
部大部地区还会降温局地降温或达
10℃左右。预计这股冷空气将于13
日南下抵达无锡，届时偏北风力逐步
增大，14日起气温明显下降，最低气
温会跌至 2℃，最高气温会降低到
7℃以下。阴雨、冷空气先后登场，未

来一段时间天气多变，大家一定要注
意防寒保暖，谨防受凉感冒。

都说没有下雪的冬天是不完整
的，这次的强冷空气能召唤来今年冬
天的初雪吗？根据江苏省气象台预
报，13日夜里—14日我省南部将有
雨夹雪或雪，其中东南部地区阴有小
雨转雨夹雪。昨天下午，市气象台专
家进行天气会商、分析天气形势。根
据会商结果，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
短期内无锡云系较多，其中周六雨水
会短暂隐退，我们有望迎来阳光，气

温变化总体平稳，最低气温维持在
7—9℃，最高气温稳定在 13℃左
右。13日下午起，北方较强冷空气南
下，气温逐步下降，预计13日半夜前
后到14日早晨无锡将迎来今年入冬
以来的首场降雪。

对于大家关心的无锡能否积雪、
堆雪人，市气象台预报员表示，由于
地面温度较高，降雪时间较短，不会
出现明显积雪。预计15日、16日早
晨气温较低，在0℃左右，局部有薄
冰，要防范大风、降温、雨雪天气对户

外作业、交通运输、设施农业及人体
健康的影响。

气象人士表示，无锡要出现雨夹
雪和降雪的气象条件要求比较苛刻，
暖湿气流不能太强，也不能没有；冷
空气不能太弱，不然气温不够低；近
地面的气温不能太高，还要考虑城市
热岛效应等因素，从高空到低空和近
地面都要符合一定的气象条件才能
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雪。由于天气变
化较大，天气形势可能存在较大的调
整，请大家继续关注。

12月10日拍摄的阴沉天空下的锡城。 （还月亮 摄）

强冷空气要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周日夜里无锡将迎今冬首雪

无锡经验：扶贫窗口开进政府食堂

一碗拉面拉出致富路
从喇家遗址顺流而上，转过几个弯就到黄

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这里就是“拉面
之乡”化隆，一个以回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县。
九曲黄河，化隆点睛。伴随着呼啸掠过的长风
和缱绻浮动的白云，四千年后，拉面还是亘古不
变的乡土滋味。在三年前，一位江苏无锡的干
部去化隆挂职副县长，打通了国家级扶贫县脱
贫攻坚战的“最后一公里”。来自江苏无锡的发
展经验在青藏高原融合出了怎样的发展路？

“扶贫拉面”人气旺

在锡山区政府食堂，中午的人
气打卡点就是化隆拉面专窗，这是
全国首个开进政府食堂的扶贫窗
口。来自化隆的包海买夫妇每天在
此忙碌，一年收入超过13万元，实现
了脱贫致富。每一碗手工拉面搭配
当地的牛肉，在舌尖幻化出温暖滋
味。正宗化隆拉面讲究一清（汤）、
二白（萝卜）、三红（辣椒油）、四绿
（香菜）、五黄（拉面）。酣畅嘬面，更
能体会出这碗热面的香嫩爽口。

这碗网红拉面的到来，和锡山
的一位扶贫干部有关。如今，化隆
拉面走出高原和深山，在无锡也是
遍地开花，哪里有拉面，就有“化隆
办事处”。

王琪，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副区
长，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挂职县委常
委、副县长。他告诉记者，自己刚到
化隆县时，全县没有一辆公交车，没
有一家电影院，这里的孩子要走几个

小时的路去上
学。王琪2017年挂
职以来，拉面经济“带薪在岗实训+创
业”项目在当地推开，直接带动化隆
近一万贫困群众实现脱贫。

拉面是化隆的“特产”，但也并非
人人都会。化隆驻无锡市“拉面办”
主任马林说，在外开店、办证、住房，
都是问题。要让拉面人安心在异地
他乡创业，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马
林在无锡开路搭桥，王琪则在化隆推
动实施“带薪在岗实训+创业”项目，
帮助更多人走上拉面创业路。

作为娘家人，马林给很多像包
海买这样的化隆人，解决了培训上
岗、办证找地等问题。三年来，江苏
新开化隆拉面店700多家。如今，马
林基本上一年里有200多天在无锡，
他说，江苏干部对化隆县做出了很
大的贡献，但还是要依靠当地老百
姓自己去努力，去改变贫困的面貌。

集体经济“破零”

（（陶洁陶洁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