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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周新诚粗略地算了一笔账，除去房
租、工人工资，去年店铺关停后重新开业 2 个月以
来，他经营的“信诚小吃店”净赚好几万，这让他对以

后的发展充满信心。
在洛南县城，说起周新诚的“信诚小吃店”，

几乎无人不知。严格地说，这个小店的历史已
有 30 年，从露天摆摊到店面经营，几经浮沉，
成了特别受洛南人喜爱的小吃店，“信诚小吃
店”的牌子越擦越亮，其中的秘诀就藏在他的
店名中。

周新诚是一名肢体残疾人，创业的艰辛可想
而知，然而，他讲信用、重信誉，始终坚持“以诚为
本、以信立业”的经营理念，将食品质量、卫生放
在首位，走出了一条做精致、健康、特色小吃的路

线，保证顾客吃上美味放心的早点。
从 1994 年做餐饮至今，周新诚带着员工不

断地更新品类、改进技艺，生意特别好时还尝试
增加炒菜米饭等中餐，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周
新诚意识到：个体经营人力财力毕竟有限，不能眉
毛胡子一把抓，既然是做小吃，就应该心无旁骛地
把它做精做优。

疫情防控期间，“信诚小吃店”被迫关停，歇业
在家的周新诚思来想去，还是舍不下打拼多年的餐
饮生意。2023 年 12 月，他重新选址、蓄势待发，

“信诚小吃店”又热热闹闹地开了起来，因为是老
店，无需开辟新市场吸引新客源，一切都驾轻就
熟，生意十分平稳。

“做生意的总是盼着生意好，可是生意好了，负
荷就大。”周新诚说，店里有包子、豆腐脑、烩豆腐等

十几样小吃，其中，特色油包和地软包子卖得格外
好，春节前不少人慕名来预订，买回去当年馍或是送
亲戚朋友，因为都是手工制作、现做现卖，订单一多
还做不出来，他们总共只接了 200多笼订单。

开小吃店相当辛苦，并且需要十分谨慎，周
新诚和员工起早贪黑，每天凌晨 4 点起床，准备
食材、揉面、蒸包子，等天黑员工都走了，他还要
做 一 些 清 洗 、消 毒 等 收 尾 的 活 ，排 查 电 线 、插 座
等 电 源 电 器 的 安 全 隐 患 ，夜 晚 12 点 之 前 从 未 睡
过 。“ 我 们 店 里 没 有 老 板 ，都 是 伙 计 。”周 新 诚 笑
着说，只有与员工同甘共苦，才能培养团队凝聚
力 ，同 时 ，遇 到 问 题 也 能 及 时 解 决 ，不 至 于 变 成
一个外行人。

周新诚常告诉员工，凡事都要认真、要诚信，尊
重自己的职业，把每一个顾客当作家人去服务，在
手机支付还没盛行时，他的小吃店一直维持着顾客
自己找零钱的风气。四易店面，“信诚小吃店”的
大厅却始终挂着一幅题为“四海一家”的字画，门
柱上的对联“以诚制信诚悦三千客，以信为本信立
百年店”也没换过。周新诚说：“小吃店虽小，却是
我一生的事业和心血，怎能不用心做呢。”

周新诚的诚信经营和身残志坚的精神赢得
了消费者的信赖，他先后被评为“洛南县诚信经
营 个 体户”“洛南县学雷锋十大标兵”“洛南县首
届劳动模范”“陕西省自强模范”“陕西好人”“中
国好人”。

30 年的美味坚守
本报记者 肖 云

在省级非遗项目商南花灯中，湘
河镇的花灯尤其有特色，历来被群众
所称道。2 月 18 日，农历正月初九，
商南县湘河镇湘河社区“起灯”（开始
花灯表演）了，湘河镇万人空巷，村民
兴高采烈地走上街头，在广场上参
与、观看花灯表演，欢庆新年。

在热闹的锣鼓声中，两条长达 30
米的巨型雌雄龙灯，首尾相连，用龙
身围成了一个圆圈，将观赏的群众隔
在圆圈之外。圆圈内，参与花灯表演
的村民不论男女，皆根据所扮演的角
色，脸上涂抹脂粉，盛装打扮。

舞狮开场，旱船、花轿、竹马、花
篮……各种表演接着依次登场，灯火
齐明，有村民用商南民歌高唱花灯彩
词。最后由龙灯压轴并引导灯队转
移场次，走向“接灯”（邀请花灯表演）
的各家各户。

演出现场，有村民用手机直播表
演盛况的，有村民按捺不住内心激动
跟着扭动的，有孩子趴在母亲背上探
头张望的，还有半大不小的小伙子在
人群中穿梭扔响炮的……人们沉浸
在节日的气氛当中，观看表演、互相
谈笑，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今天参加表演的有 200 多人，
我们湘河社区每一家都出人参加表
演。”60 岁的村民彭桂云说，“啥年龄

段的都有，只要是会玩灯的有力气的
都参与了。”

表演现场还摆放有一张方桌，上
面摆着贡品，燃着香火。“这是用来接
灯神爷的，我们老百姓供奉他、耍花灯
迎接他，祈求他保佑新的一年风调雨
顺。”玩龙灯的老人刘先成说。

花灯表演的发起人叫做“灯头”，
今年湘河镇的“灯头”是朱峰、刘宏伟
等 3 人。他们积极组织，地方爱心人
士慷慨赞助，广大农民朋友义务参
演。根据天气等因素，决定表演天
数，通常天数为单数，最少 3晚。

朱峰介绍，狮子是两个村民花了
半个月时间自己做的。狮子的毛发
用麻，身上的骨架用竹篾子，其他的
装饰用金箔纸、大红彩等，再用以竹
篾子做骨架、红布缠绕的绣球逗引狮
子，叫做“狮子撵绣球”。

舞狮的动作技巧是村民们一代一
代传下来的。舞狮的意义是以狮神的
阳刚之气撵走瘟疫，光狮子头就有二
三十斤重，表演时还要加入各种高难
度动作，因此参演的都是小伙子。每
场舞狮表演最少半个小时，当晚有5户
人家“接灯”，因此需要表演 5场，其间
还伴有民歌唱彩，以此歌颂人民的丰
功伟绩，表达群众的美好祝愿。

“今年除了龙灯，所有的花灯都是

村民自己做的。正月十
五以前，花灯表演完全
结束后，会有一个‘化灯’
仪式，将所有的花灯烧
掉，寓意恭送灯神爷，祈
求新年红红火火。”朱峰
说。他望着花灯表演间
穿插的盛大的烟火秀，
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

据了解，商南花灯
最初是商南县山区群
众自娱自乐的文艺
形式，后来逐步
拓展到城镇，城
里人也喜欢上
了花灯，舞龙
灯、耍狮子成
为城乡群众春
节期间最为抢
眼的看点。走
进新时代后，群
众的文化生活日
益丰富、娱乐形式日
益多元化，但商南民间
依 然 有 玩 花 灯 的 深 厚 基
础。商南花灯的制作和表演、表
演时演唱的商南民歌是当地历史传承
下来的民俗之一，如今都已被列入陕
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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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在外工作多年的商洛人，每次回到家乡，我都会被家乡的
变化所震撼。这次春节，当我再次踏上商洛的土地，我发现，我的故乡已
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模样，而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现代化城市。”邓俊
感慨地说道。

在他的眼里，过去狭窄的山村小路已经变成宽阔畅通的康庄大道，路
面平整，两侧绿树成荫。那些低矮民居已经华丽转身，被一幢幢现代化的
高楼大厦所取代。秦岭博物馆广场、戏曲广场、东龙山公园、四皓公园、南
秦河生态公园、金凤山生态花海公园等陆续建成，商洛已经成为名副其实
的“中国气候康养之都”和“国家森林城市”。

“除了经济发展，商洛的文化也在繁荣发展。春节期间，我看到了很
多传统的民俗表演，如舞龙舞狮、戏曲表演等，这些都让我感受到了家乡
的文化底蕴。同时，我也发现，现在商洛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非常热爱，
他们不仅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还创新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相结
合，创造出了许多新颖的文化产品。”农历正月初七，休假即将结束，准备
返回西安的邓俊依依不舍地说。

邓俊家住商州区四皓社区，于 2014 年 7 月博士毕业，目前在国网陕
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工作。

身为商洛人，邓俊对家乡这片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外省求学 11
年，他希望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实践，为家乡的电力建设和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2013年年底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校
园招聘时他义无反顾地报名，并奔赴千里参加了面试，第一志愿选择了国
网陕西电科院、第二志愿选择了国网商洛供电公司。非常幸运的是，仅面
试了一次就成功应聘，并且成为当年陕西公司唯一一个被当场收了三方
就业协议的学生，当年陕西公司也仅招聘了 2 名博士。他也有幸成为国
网陕西电科院电网技术中心第一位全日制博士。

2014 年 7 月入职国网陕西电科院到目前为止，邓俊已经工作 10 年
了，这期间尝遍了酸甜苦辣。因为父母都是农民，无法在经济、职业发展
等方面提供太多帮助，再加上在西安市工作、生活，需要面对更高的房价、
交通费用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给邓俊带来了经济和心理压力。

多年来，他扎根生产科研一线，从小事、琐事做起，认真负责、一丝不
苟、勤勤恳恳，坚持做好每一件事情。因此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陆续担
任了国网新能源建模专家工作组成员、中国能源学会新能源专家组委员、

“IEEE PES（中国）可再生能源建模技术分委会”和“IEEE PES（中
国）直流输配电系统仿真技术分委会”常务理事、华北电力大学和西安理
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我期望能够在电力科研领域持续深耕，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
知识水平，用科研成果不断地解决电力生产实际问题，为陕西早日实现

‘双碳’目标作贡献。”邓俊笑着说。
对话中，邓俊言语中多是对家乡的热爱与殷切期盼。他期望商洛能

够进一步完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提高城市的连通性和便捷性，期待
西武高铁早日开通；建议商洛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培育本地企业，
促进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升级；建议商洛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质
量和水平，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为城市的未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
支撑。总之，他希望家乡能够在未来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就，成为一个
更加繁荣、宜居、美丽的城市，愿“中国气候康养之都”和“国家森林城市”
的美誉声名远播。

一位游子眼中的商洛
本报记者 胡 蝶

年前，商州区夜村镇张嘴头村朱有宏收
购、加工的柿饼被一车车运往城市，不到 20
天的时间里，就销售了五六吨货。

朱有宏不仅是孝义柿饼收购大户，还是
张嘴头村党支部书记。他告诉记者，自古时
起，孝义柿饼就远近闻名，因口感绵、软、糯、
甜，明清时期被奉为的皇室贡品。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孝义的年轻人纷
纷外出务工，深秋时节漫山遍野宛如红灯笼
般的柿子无人采摘，最终烂在树上，或掉落在
山野荒地，令人惋惜不已。2020 年前后，当
地政府为了重塑孝义柿饼的品牌，出台一系
列举措鼓励群众利用当地资源生产加工柿子
产品，将其作为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为解决柿树树龄老化问题，政府启动柿
树改良项目，邀请农技人员定期进行科管。

“还有一个长久存在的问题是，年轻人大多外
出打工，老人眼巴巴看着柿子成熟了，却没法
从树上摘下来。为此，我们商定由收购方自
己花钱雇人从树上夹柿子，免除了种植户的
担忧。”朱有宏说，针对柿饼制作要求高，软柿
子无法加工的问题，他们积极联系做柿子酒
或柿子醋的商贩，将达不到加工标准的软柿
子转卖出去，同时，刮下来的柿皮晾干也是一
道美味，避免造成浪费。

如今，一到冬天，孝义湾的张嘴头、陈
巷、吕涧、代街这四个村，家家户户都加工
柿饼，红红火火的小柿子映红了孝义人的
致富希望。

朱有宏还带头成立了一家农业公司，构
建起种植、加工、收购、销售全产业链条，增
加了柿子产品的附加值，开拓了孝义柿饼的
新出路。他告诉记者，去年一年，是孝义柿
子产业发展卓有成效的一年。商州区把孝义柿饼作为品牌提升项目，
投入资金 50 万元，流转土地，栽植矮化柿子树 50 亩，建成标准化柿饼晾
晒场和柿子产品体验馆，挖掘当地柿子产业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打
破单一的产业格局，寻求多点支撑多元发展。

目前，孝义共有柿树 1 万多株，年产 100 多吨优质柿饼。朱有宏说，
他们准备向政府申请下拨资金，修建一个标准化的大型冷库。这样就能
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从树上夹下来的柿子能及时放进冷库保鲜，二是延长
柿饼的存储期，避免因气温升高导致柿皮上的白霜脱落。

孝义湾人过去种柿树是靠天吃饭，现在他们想引进现代化农机装备
和智能技术，对土地进行高标准整治，发展林下套种、林下养殖，建成一个
综合性现代农业产业园，从种植、加工、销售到观光旅游，持续推进一二三
产深度融合发展，铺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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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里，广袤的乡村“年味”浓郁，记
者走访乡村发现，除了美不胜收的乡村景
色，还有日新月异的生活，更有与时俱进
的科技与人文。发展特色产业，让农产品

“走南闯北”销往全国；擦亮生态底色，让
“土窝窝”变身“金窝窝”……一处处喜人
变化，一张张幸福笑脸，让人们看到了一
幅幅富有特色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乡村美不美，先看山和水。
2月 17日，呼吸着乡野的泥土清香，

沿着波光粼粼的清油河漫步在商南县清
油河镇涧场村，映入眼帘的是碧水之滨
的特色民居。所到之处，碧绿清澈的河
水、连绵起伏的山岗、错落有致的小院、
干净整洁的公路、精美别致的凉亭，村中
有水、水中有村，如诗如画般的乡村田园
美景展现眼前。

“在秦岭的南坡，有个地方叫商洛，
那里的清泉，流淌着世代耕读的传说
……”游客王女士高兴地在河边一边唱
歌一边用手机拍摄美景。她告诉记者，
过年在家没事，就带着家人来这里游玩，
看一看山水美景，品一品农家菜肴。

据了解，为打造秦岭全域旅游经
济带，清油河镇实施了涧场至后湾旅
游环线建设项目，通过改厕、建厕、老
旧 房 屋 改 造 、建 设 口 袋 公 园 、改 扩 建
庭 院 花 园 、栽 植 景 观 树 木 等 工 程 ，全
面 提 升 了 涧 场 村 的 基 础 设 施 及 公 共
服 务 水 平 ，提 升 了 乡 村“ 品 质 ”，扮 靓
了乡村“颜值”。

“水泥路变成柏油路，老旧房屋变
成民宿景区，路边空地变成精致公园，
环 境 好 了 ，前 来 游 玩 的 人 也 越 来 越
多。”涧场村村民郭娟谈起村庄的变化
有说不完的话。

涧场村只是商洛美丽乡村建设的一
个缩影。据了解，仅 2023 年一年，商洛
市创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14 个，镇安
丰收村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柞水朱
家湾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
旅游乡村”，建成康养、旅游、宜居示范乡
村 301个。

穿过黄沙岭隧道，沿着国道一路向
北来到商州区板桥镇下湾村，道路两旁
数十个草莓大棚整齐排列，微风裹挟着

草莓的香甜气息扑鼻而来。
“过年了，欢迎来我们村，看看现在

的大变化！”下湾村党支部书记王红运站
在草莓基地热情邀请各地游客前来旅游
观光。

说起下湾村的发展变化，王红运最
有发言权，几年前道路两边还是乱石林
立的荒地，如今，随着草莓产业的发展，
脚下的路通了，眼前的大棚也建成了。

2月 16日，走进下湾村草莓基地，绿
油油的小苗、红扑扑的果实、甜丝丝的香
气让人垂涎欲滴，前来游玩的游客在大
棚里尽情享受着采摘乐趣。

“ 我 们 的 特 色 产 业 就 是 草 莓 种
植，这个季节正是草莓丰收的时候。”
王红运说。

“ 这 几 天 ，很 多 人 都 来 这 采 摘 草
莓，平均一天接待四五十人呢！”正在
草莓大棚打理草莓苗的村民郝彦子接
过话茬，“去掉成本，每个棚纯利润能
到 5 万元，去年大概收入 70 万元。这
收入，以前真不敢想。就拿务工收入
来说，有的一天 150 元，有的 80 元，我

以前需要的临时用工多些，不过现在
有了智慧大棚，减少了人工成本，草莓
品质也更好了。”

郝 彦 子 说 的 智 慧 大 棚 是 2023 年
在邮政集团指导下新改建的数字化智
慧大棚。

走进郝彦子所说的智慧大棚，记者
发现和普通大棚相比，棚里多了两台空
调机组和绿色暖风带，测温度、测湿度等
设备一应俱全。智慧大棚可以有效减少
病虫害的发生。棚里缺水，会自动喷
水。温度高了，就喷水降温；需要通风，
卷帘就自动打开；光照强了，遮阳网也会
自动升起……说起智慧农业，郝彦子侃
侃而谈。

看着草莓一茬接一茬丰收，郝彦子
咧着嘴笑道：“今年我更得把草莓种好，
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如今，越来越多的乡村因地制宜，通
过积极探索特色种植、旅游、特色产业等
融合发展新路径，让乡亲们在家门口捧
上“金饭碗”，钱袋子越来越鼓，小日子越
过越甜。

好 山 好 水 好 生 活
本报记者 王江波 谢 非 贾书章

△ 龙 头
高昂，吸引着
人们的眼球。

△观灯现场，人潮
涌动，热闹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