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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在干吗呢？走！一起去育
苗大棚里，瞅瞅你们村发展的黄精长
得咋样了？”4 月 4 日，镇安县木王镇党
委书记朱栋又一次来到平安村，叫上
村党支部书记马年平去看村里的“宝
贝疙瘩”黄精。

“我只有经常来看，你们才会把黄精
产业抓在手上、放在心上，这样才能用产
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这是朱栋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每次到平安村，都

要看看村上的黄精产业。
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木王镇

平安村立足村情，着力将黄精产业作为
“一村一品”重点培育，不仅让群众尝到
了产业发展的甜头，还壮大了集体经
济，实现了富民强村，也引起镇上主要
领导的关注。

“这几年，我们将黄精产业作为村
级主导产业来发展。开始只有邹正理、
丁帮兰 2 户村民发展了 1.5 亩。最近几
年，经过我们和群众的不断努力，现在
黄精种植达到了 80 户 300 亩，成了群
众致富增收的好门路。”马年平高兴地
说，“今年，我们持续用好帮扶政策，再
建黄精育苗大棚 20 个，发展黄精种植
500 亩。同时，配套建设一座产业发展
便民桥，为产业发展提供便利。力争建
设一座黄精产业园，实现育苗、种植、初
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不断延伸产业

链，让农民有活干、有钱赚。我们将黄
精育苗大棚租给村里陈氏三兄弟，每年
村集体还能收入 1.8 万元。”

去 年 以 来 ，平 安 村 四 支 力 量 为
了 发 展 好 黄 精 产 业 ，走 村 入 户 了 解
农 户 想 法 。 积 极 向 产 业 能 手 和 致 富
能 人 寻 思 路 、找 方 法 、学 技 术 ，到 田
间 地 头“ 现 场 教 学 ”，千 方 百 计 蹚 出
产 业 发 展 新 路 子 。

“我们家有 5 口人，给我们分的土地
只 有 3 亩 ，这 点 土 地 种 粮 本 来 就 很 紧
张。当时村干部让我改种黄精，我是一
百个不情愿，他们好说歹说，我只好答应
了。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我把黄精
栽在地里，死苗特别严重，我就找到村上
说，照这个种法，我估计不仅没饭吃，还
要赔钱。当时，马支书让我别泄气，他下
午来看看。下午的时候，马支书打电话
说他在我的承包地，让赶紧过去。过去

一看，马支书把村上黄精种植能手陈敬
意叫到地里‘现场教学’。经过培训，我
学会了黄精种植。现在我把地全部种上
了黄精，还租了 10 多亩地和 2 个育苗大
棚。去年，我卖黄精挣了 10 万元。”村民
屈吉文说。

“去年我建了 2 个育苗大棚，种了 5
亩黄精，卖苗子和黄精挣了 11 万元。今
年听说村上要扩大黄精种植规模，并且
现在种植黄精政府还给一定的补助，我
计划再新建育苗大棚 2 个，扩种黄精 5
亩。有村上帮着销售，我也不愁卖不出
去。”黄精种植大户詹龙说。

目前，平安村 80 户村民种植黄精
300 亩，有黄精育苗大棚 128 个。2022
年，80 户村民仅黄精收入 400 万元，人
均增收 1 万多元。今年，平安村不断扩
大黄精种植面积，预计黄精种植户人均
增收 1.5万元。

黄精产业兴 村民干劲足
本报通讯员 陈乾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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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春日的商州区杨斜镇，微风轻拂，
暖意融融。驱车行驶在 S307 省道，路边的
绿树红花随风摇曳，一个个环境优美的村
庄不时从窗外闪过。

一瓶酒一瓶酒，，带动富民产业集群带动富民产业集群

笔者慕名走进杨斜镇秦华村的陕西紫
元春酒庄，一股浓郁的酒香味扑面而来，真
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在白酒酿造车间，工人齐册千正在冷
凝器前查看出酒的清亮程度。“我们酿酒
用的是山泉水，经过蒸锅、冷凝器冷却之
后出来的白酒酒精纯度在 52—68 之间。”
齐册千说。

据了解，陕西紫元春酒庄是一家以健
康果酒、高端白酒及保健茶为核心，集原料
种植、产品研发、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
综合性农业企业。近年来，企业坚持“科研
院所+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理
念，在杨斜镇秦华村流转土地 502 亩，发展
杜仲桑葚优质示范种植基地，主要打造杜
仲·桑叶应用暨果酒系列产品项目、高端

“紫元春”白酒。
“ 陕 西 紫 元 春 酒 庄 年 生 产 基 酒 200

多吨、果酒 300 多吨，解决当地劳动力就
近就业 200 多人，带动脱贫户 37 户，纳税
超千万元，成为商州民营企业就业扶贫
依规纳税的典范。”陕西紫元春酒庄负责
人房映儒说。

一尾鱼一尾鱼，，激活养殖产业春水激活养殖产业春水

循着潺潺流水声，笔者来到杨斜镇黄柏岔村冷水鱼养殖基地，基地负
责人徐路正蹲在养殖池边仔细观察新引进的鸭嘴鲟。

鸭嘴鲟样子奇特，长着一张像鸭嘴一样的嘴巴，长度几乎占了身体的
三分之一，成鱼嘴长 20 多厘米。自从鸭嘴鲟引进回来，徐路就仔细照
料。如今，看到它们在清澈透亮的山泉水里游弋嬉戏，显然对新居适应良
好，他终于放下了心。

“这次引进的鸭嘴鲟，经济价值高，适温性更广，既不怕低温，也能忍
耐高温，和冷水鱼同时养殖能有效降低养殖风险。”徐路说。

黄柏岔村海拔近 1700 米，山涧溪水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拥有得天
独厚的水资源优势。村上因地制宜，引进陕西千牛土地开发有限公司，
发展起了冷水鱼养殖产业。黄柏岔村冷水鱼养殖基地占地 20 亩，建有
标准化养殖池 20 个，用山泉水养殖，所产成鱼品质极高，广受市场欢
迎。多年来，基地不断扩大产业规模、改善养殖设施，积极发挥联农带
农作用，助力乡村振兴。目前，基地养殖中华鲟、鸭嘴鲟、金鳟、虹鳟等
20 万尾，主要供应西安及商州区周边的水产市场、饭店、农家乐等，年销
售额 800 多万元。

“我们计划在月亮湾村新建 20亩养殖基地，目前地基已经打好，正在
进行后续建设。同时，将发展虾养殖，进一步增加养殖种类。”徐路表示，
下一步，基地将持续优化产业体系，为当地农户提供就业岗位、免费提供
技能培训，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冷水鱼特色养殖，不断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两改进两改进，，绘就和美乡村图景绘就和美乡村图景

走进杨斜镇月亮湾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整齐美观的民居、一户户
干净整洁的庭院、一条条宽阔平整的村组路。

眼瞧着村子面貌大变样，村民张念鱼看在眼里、喜在心田。“以前，我
家院子前是一片荒草地，环境也不是很好。今年年初，村上组织对我们的
房屋进行改造提升，对厕所进行改建，还修了入户路，建了休闲广场等基
础设施。现在，住着舒心多了。”张念鱼讲起变化，如数家珍。

在杨斜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今年以来，作为杨斜镇乡村建设示
范村、“两改”工作试点先行村的月亮湾村不断打造“两改”工作新亮点，
对废弃闲置的土坯房和简易厕所进行拆除，共拆除 23 处；在三组修建休
闲广场，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和村庄整体面貌，完善宜居功能；对存在重
大安全隐患的土坯房及厕所，利用危改、抗震政策实行建新拆旧，强化
文化传承，充分利用闲置空地发展“三小”经济，全力助推秦岭山水乡村
建设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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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厨师帽，左手掌大勺，右手舞铲子，只听噼里啪啦的
声音，铲子与铁锅碰撞的声音，像是在演奏一首生活的交响
曲。不一会儿，一桌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就从她的手中做出，
常常吃得宾客称赞叫好。这位大厨名叫胡彩琴，她走过坎坷
的人生路，用一双勤劳的双手，以一种不服输的勇气，拼出了
精彩的人生。

我的人生我做主我的人生我做主

今年 52 岁的胡彩琴身高 1.67 米，姣好的面容上始终保
持着微笑，这也是她面对曲折人生的态度：永不服输，保持乐
观，积极向上。

胡彩琴家住大山深处的镇安县柴坪镇桃园社区，一个叫
雨淋沟的地方。小时候，她的家庭十分困难。读到小学三年
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她刻骨铭心的事。老师为了让学生
学到更多的汉字，在附近一家书店赊购了一些新华字典。胡
彩琴拿着厚厚的字典翻看着，兴奋不已，于是便给老师说想
买字典的想法。老师看到她爱不释手的样子，就同意了她的
要求。当她一路小跑回到家，把买字典的事说给父亲时，得
到的答案是：“没有钱，不能买！”

那本字典的经历深深地刺痛了胡彩琴的心，她对自己
说：“我要是一辈子住在大山沟里，那样的人生没有意义。我
的人生我做主，我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

父母亲栽天麻成功的实践让家里有了希望，于是凭着
坚强的意志，胡彩琴跟着父母大量栽天麻。她和母亲养蚕，
有空就去山上挖药材。凡是能挣钱的事，再苦再累她都愿
意干，她要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几年后，家里的生活有了
明显改善。

一个偶然机会，胡彩琴遇到了张祖胜，两人一见钟情。
尽管男方家里弟兄多，家里也很穷，但是倔强的胡彩琴说服
父母，这就是她一生要去寻找的那个人。一年后，女儿出生
了。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胡彩琴也栽天麻，养蚕，挖药材……

上天总是眷顾勤劳的人，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了丰硕
的成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胡彩琴家里有了 4000 多元

的积蓄。在家人和亲戚的帮助下，胡彩琴和张祖胜在桃园
街道盖起了三间土房。搬进新家那天，门口响起了鞭炮声，
喜悦和幸福挂在了一家人的脸上。为了有更好的生活，夫
妻俩一商量，丈夫到神木煤矿打工，她自己在家里带小孩、
搞家庭副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胡彩琴发现镇上街道两旁都是卖
百货的门市部，缺一个缝纫铺，于是她想到了学习缝纫技
术。她去县里报了学习班，半年后，心灵手巧的她学会了缝
纫技术。不久之后，她在桃园街道经营起了“彩芹缝纫铺”。

平淡的日子里，胡彩琴笑脸迎客，衣服做得细致，半年多
时间里店里几乎天天顾客盈门，衣服做不完。后来，她聘用
了一名妇女帮忙。七八年时间里，桃园街方圆几十里都知道
了“彩芹缝纫铺”。除做衣服收钱，乡亲们一些缝补活，胡彩
琴从来不收钱，这在顾客口中留下了好口碑。

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过不去的坎

幸福的日子每一天都是相似的，不幸的日子却各有不同。
一次，胡彩琴的丈夫右脚受伤，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

回家休养，矿上支付了医疗费。在家休养的日子里，胡彩琴
让丈夫不要去煤矿挣钱了，就在家附近找个营生干。

改革开放初期，镇安没有工矿企业，找一个合适的工作
很艰难，一般情况下都是出门打工挣钱。在家待了几个月
后，原来的那个矿主又多次打电话让胡彩琴的丈夫去干活，
并说她的丈夫做事踏实、不耍奸猾，大家很是喜欢。就这样，
丈夫再一次告别家乡，去了煤矿。临别时，胡彩琴交代丈夫
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注意安全。

丈夫走了，胡彩琴在家依旧每天坐在缝纫机旁，用灵巧
的双手，娴熟地用一把剪刀，在各色布料上裁剪着美好生活
的画卷。两个月后的一天，矿上传来丈夫出事的消息，胡彩
琴的心纠结得都要蹦出嗓子眼。她把店铺交给聘请来的那
位妇女经管，把孩子托付给已经成家的二妹照顾，几经周转，
风尘仆仆只身来到矿上。

丈夫是因矿柱脱落被砸伤的，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保

住了性命，但后期治疗需要一个过程，药费也是一个不小的
数目。胡彩琴听到这些，就央求医生说，无论如何也要治好
丈夫的伤病，其他的她都会尽力想办法。

那些日子里，胡彩琴给丈夫喂饭、洗脚，无微不至地照顾
着。由于医护人员和胡彩琴的精心治疗和陪护，丈夫恢复得
不错，只是花去了许多钱。那个当初再三打电话让丈夫去干
活的工头，在支付了 5 万多元的医疗费后，撂下一句话说他
管不了啦、赔钱了，就再也没有露过面。无奈，胡彩琴只有回
老家借贷，让丈夫继续治疗，因为她相信，有人就有一切。

丈夫在医院术后恢复了一段时间后，胡彩琴靠贷款结清
了住院费，随后带着丈夫回到家。天生开朗的胡彩琴，什么
事情都看得开，她常说生活没有过不去的坎。后来，为了还
债，胡彩琴放下了经营八九年的裁缝店，低价转让后，就带上
简单的行李踏上南去的列车，去广州打工挣钱还债。

生活有波澜才精彩生活有波澜才精彩

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重新开始，但谁都可以从今日开
始，书写一个全然不同的结局。

胡彩琴肩上扛着简单的行李，在广州的街头转悠。广州
满大街都挂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公司牌子，胡彩琴挨个问，但
人家第一个问题就把她挡在了门外：身份证不行，即使干保
洁的工作也不行。在老家的时候，因为胡彩琴不慎丢失了身
份证，临走的时候，她在公安局办理了一个临时身份证，正式
证在当时需要三个月以后去领。没有正规的身份证，让胡彩
琴吃了不少“闭门羹”。一天跑下来，胡彩琴累得腰酸背痛腿
抽筋，而且饥肠辘辘。晚上，为了省下住旅社的钱，她就蜷缩
在火车站的候车室座椅上休息了一晚上。

翌日一大早醒来，胡彩琴在洗手间洗了把脸，顾不上买
点东西充饥，又开始了满街头求职的旅程。胡彩琴来到一家
公司的门口，正在和保安交涉，一位戴着金边眼镜的中年人
问是咋回事？保安说这个女的拿了一张临时身份证求职来
了。该男子走过来，接过身份证，右手捋了一下镜片说，陕西
镇安县，还是我半个老乡哩！她低声下气地问对方是哪里

人？当得知是河南人时，胡彩琴连忙说是老乡，就是半个老
乡哩，我家和你河南挨着！就这样一句老乡见老乡，让胡彩
琴的命运出现了转机。

这是一家五星级酒店，胡彩琴被安排在后厨帮忙，管吃
住，每天 100 元，一月休息两天。上班第一天，胡彩琴浑身好
像有使不完的劲，做啥都认真。因为胡彩琴说话干脆利落，
啥都抢着做，大家都很喜欢她。不长的时间里，胡彩琴和后
厨的大师傅以及服务员混得跟家人一样，加之胡彩琴性格开
朗，经常给大家讲一些大山里的故事，逗得大家很开心。

就这样，胡彩琴一年的工资和丈夫在家务农的各种收入
加起来，慢慢还清了债。春节到了，胡彩琴把对女儿和丈夫
的思念深深埋藏在心底，决定春节在酒店上班。时间长了，
勤劳好学的胡彩琴对厨师有了极大兴趣，于是她从一个帮工
开始，尝试着做菜。几个月下来，她连看带学，就能独立操
作。老板很赏识她，第二年的下半年就给胡彩琴涨 1000 元
的工资。胡彩琴越干越有劲，越有劲越干得好。第三年，老
板又给她涨 1000 元工资，一个月除过吃住有 5000 元，她高
兴得不得了。后来，在酒店老板的牵线和撮合下，胡彩琴参
加了厨师资格考试，获得了国家二级厨师证书。

后来，胡彩琴听说家乡的木王森林公园成了有名的景
点，每天去的游人很多，她就有了在木王镇开办农家乐的想
法。说做就做，胡彩琴说服酒店老板后，当即回家创业。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时间不长，镇安木王第一家
农家乐——顺风家常菜盛大开业，每天顾客盈门，生意异常
火爆，收入也节节攀升，胡彩琴成了小有名气的女老板、成功
创业人士。几年下来，胡彩琴赚得盆满钵满，很快在镇安县
城繁华地段有了 200多平方米的房产。

经营农家乐过程中，胡彩琴聘请老家的贫困户来帮忙。
3 年多时间里，她带动当地 13 户群众办起农家乐，使 10 多户
贫困户脱贫走上小康路。为此，胡彩琴被镇上多次评为致富
能手，也多次被县政府表彰奖励。后来，胡彩琴把农家乐转
手交给一脱贫户经营，她被一单位聘请做起了大厨。

生活有了波澜，才算精彩；人生经历些挫折，奋斗才有了
价值。如今，胡彩琴在新的岗位上干得如鱼得水，深受大家
喜欢，迎来了她人生美丽的春天。

不 服 输不 服 输 ，，拼 出 精 彩 人 生拼 出 精 彩 人 生
本报通讯员 田吉文

沉稳淡定，从容不迫，浑身散发着
一股内敛的气息，这是余毕福给人的第
一印象。他子承父业，用坚守生动诠释
工匠精神。

近日，在山阳县延坪镇白沙村的陕
西旭成康瑞有限责任公司，笔者见到余
毕福时，他正忙着炭焙今年的春茶。

“我父亲叫余美才，从 20 世纪 70 年
代开始发展本地茶产业。当时，他起早
贪黑带着村民开垦了 1000 亩茶园。”今
年 55 岁的余毕福是土生土长的延坪人，
言语里饱含着自豪。

提起余美才的名字，枫树村家喻
户晓，这位生前曾任多年延坪镇枫树
村党支部书记的能人，当时为了改变
村 里 一 穷 二 白 的 面 貌 ，立 誓 要 用 5 年
时间干出个名堂。他头脑敏锐机智，
率先发现当地适于茶叶种植的先天优
势。他敢闯敢干，带领村民昼夜奋战，
开辟出千亩茶园。

最终，余美才从紫阳县调回茶苗开
始种植。茶苗在成长，他和枫树村的希
望也在一天天成长。5 年后，他从长沙、
杭州等地购买了制茶设备，又派人去紫

阳、杭州学习茶叶生产加
工技术。不久后，枫树村
第一家企业——枫树茶厂
诞生了。1994 年，茶厂固
定 资 产 20 万 元 ，年 收 入
25 万 元 ；茶 园 面 积 2000
亩，可采摘面积有 500 多
亩。他们生产的“天竺仙
茗”等四个种类的茶叶在
省 内 外 打 出 了 牌 子 。
1995 年，仅茶叶一项，全
村人均收入 200 元，成了
村 上 的 主 要 致 富 项 目 。
1996 年，只为一方百姓富
裕的余美才因病去世。

作 为 枫 树 茶 产 业 第
二代继承人，余毕福从小
见证了父亲的艰辛和不
易。在成长于茶山、听着
茶的故事长大的余毕福
心里，早早就种下了一粒

“种子”，孕育着更大梦想。多年来，他
致力于推广茶叶生产技术、发挥着传帮
带作用，不断开拓创新，全面带动茶产
业快速发展。

经过多年发展，枫树村茶叶种植面积
1.1万亩，年产茶叶 2万多公斤，实现产值
千万元，成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为推动茶产业升级，2019 年，枫树
村探索引进油茶产业项目，将目光转移
到营养价值高、发展潜力好的油茶。目
前已新建油茶茶园 1000 亩，加工厂 1
个。余毕福介绍，油茶是他率先试种了

300 亩并带动农户种植 700 亩，2021 年
仅马家店、白沙两村就收购油茶籽 1 万
公斤，年产值达 50 万元。鉴于目前全县
绿茶市场日渐饱和的现状，今年他打算
引进白茶。

“我们将争取各方资金完成茶园
科管及灌溉设施建设，加大人才和技
术 投 入 力 度 ，发 展 上 下 游 产 业 ，将 茶
园做强、做精、做优，力争集体经济收
入突破 50 万元。”余毕福笑着说，“虽
然 目 前 进 一 步 推 动 枫 树 茶 产 业 升 级
有一定困难，但传承发展父辈祖业的
信 念 始 终 不 变 ，相 信 不 久 的 将 来 ，枫
树 茶 产 业 的 发 展 和 辐 射 作 用 会 进 入
一个新层面。”

“我对茶产业的传承始终充满希
望。我要将父亲的基业发扬光大，带
动 更 多 人 增 收 致 富 。 我 们 要 做 的 不
只 是 商 品 ，而 是 品 牌 。”余 毕 福 认 为 ，
公司想长久经营下去，品种必须不断
更 新 ，质 量 必 须 不 断 提 升 ，价 位 也 必
须得到认可。

除了线下实体店销售，余毕福也在
推广线上销售。目前，枫树茶已在全市
新 建 直 营 店 9 家 ，产 品 入 驻 中 国 兴 农
网、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

（“832 平台”）等。
余毕福说，除了种、产、销一体化，他

还尝试通过市场活茶、科技强茶、文化兴
茶等方式，探索茶旅融合发展新业态，提
升枫树茶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力
争走出一条品牌化发展之路，让更多人
领略、体会到山阳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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