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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大寒，树枝上棕绿的嫩芽就开始冒出头来，这是
春天将近的信号。在汉滨区大河镇小河村，河岸边的杨树
撑起遒劲的枝干，从路旁经过的村民会不时停留在树下，
和村支部书记潘德锋聊聊家常。

32 年前的春天 ，22 岁的潘德锋顶着一头茂盛的乌
发，迈着矫健的步伐踏进了当时的小河村村委会，成为了
村主任。岁月的年轮打磨着当初的少年，让他在时光门槛
上久久站立，村民们也早已习惯了他的身影在村旁路口，
像家中颇有威严的长辈，知晓村里零碎发生的一切事务。

晴耕雨织的传统乡村生活贯穿了潘德锋的童年和少
年，他记得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住在泥土夯筑的老房子
里，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着种庄稼维持生计。进入
2000 年后，南下打工的热闹蔓延到了小河村，大量青壮
年离开家乡到外面淘金，以往热闹的土地安静了下来，野
草渐渐占据了供庄稼生长的耕地。

但好歹是走出去了。这些离开家乡的年轻人，用辛苦
挣来的钱把家中的土房换成了砖房， 长年锁住的屋子里
只有到春节才重新汇聚起人气， 而有的举家搬离到更远
的城区后，小河村便成为回不去的故乡。大量青壮年的流
失，让村庄几近空心化、老龄化。

1995 年被村民选为村支部书记后，潘德锋便一直兢
兢业业，坚守在这片土地上。 他在这里成家立业、哺育儿
女、照拂乡亲，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

作为村民眼中的大家长， 血源宗亲和地缘关系的紧
密联结，使得群众对他的信任感更加强烈。 “老百姓有个
啥家长里短的，总爱到我这里唠唠，村民家里出现了纠纷
矛盾，也要主动上门帮忙解决，遇到啥困难，更是我义不
容辞的责任。 ”几十年来，他踏遍了小河村的每一寸土地，
长期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和身为党员干部的敏锐性， 让他
知道，这些小事都没啥，自个儿也不怕繁琐，最重要的，是
怎样让群众的生活富裕起来，把村民留下来，让外出务工
的人能安心干活，创造好村庄发展的条件，改变自身的面
貌环境。

这些摆在眼前的难题，时常搅得潘德锋夜不能寐，他
迫切需要找到破解困境的钥匙， 帮助村民把日子越过越
好。

“十二五”到“十三五”期间，生态移民搬迁和易地扶
贫搬迁的政策让更多居住在大山里的村民从山上挪到了
山下，这大大方便了基层管理和群众生活的便捷程度，但
从另一个层面考虑，又使得村民和土地出现了割裂。老百
姓缺乏稳定增收渠道，那就只剩外出打工一条路子，可也
不是所有人都能出门务工，村庄，总还是要向前发展的。

在此踌躇之际，产业发展的东风从中央吹向了地方，
村集体经济成为时代热词， 撩拨在每个奋战脱贫一线干
群的神经上。 小河村，也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开始
了大力发展产业的进程。 蚕桑养殖、香菇、铁皮石斛种植
等产业， 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村庄发展的活力和村民增
收的动力，带富益贫的机制也慢慢实施落地。

看着村庄有了欣欣向荣的产业， 潘德锋打心眼里感
到高兴。 可作为村支部书记，他还想依托“党支部＋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新模式，做一番能带领村民长效致富的事
业。小河口生态种植养殖农民产业合作社就此应运而生，
一开始，村民都颇为好奇，不知道村支书究竟要带大伙儿
弄个啥。直到一头头黑猪仔在山上闹腾起来，才知晓了潘
德锋的良苦用心。 “我们这里植被茂盛，环境适宜，非常适
合养殖跑山黑猪，通过科学的繁育方法，采用传统加科学

的模式喂养黑猪,种植红薯、豌豆、萝卜、南瓜、肥猪草、秋
葵等,用作黑猪喂养的主要饲料,再配以玉米、大豆、豌豆、
麸皮等精饲料，确保黑猪生长营养均衡、生态健康。 山上
的救命粮、金桑叶、葛根葛藤葛叶等中草药花果藤也成了
黑猪餐后的保健品。 在猪场附近种植常用中草药有黄芪、
党参、黄芩等,将鲜活草药切碎添加在草料中喂养黑猪,确
保黑猪健康，无激素、无抗生素，真正实现黑猪肉的全生
态无公害品质。 ”

说起养殖黑猪的门道，潘德锋滔滔不绝，这不仅因为
大河跑山黑猪渐成品牌， 更因为这项产业实实在在地让
村民多了增收渠道，通过劳务用工、入股分红、土地流转，
以及代养黑猪等方式，村民实现了增收致富。 而随着产业
规模的不断扩大， 合作社又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发展
了蔬菜种植，沿着河道边转悠一圈，林立着的蔬菜大棚里
温暖如春，嫩油油的菜苗长的鲜活水灵，收获时节，这些
新鲜的蔬菜便会供应给周边的农贸菜场， 直达老百姓的
餐桌上。 而今，“山上跑黑猪、山下蔬菜园”的立体循环农
业园区已成为小河村的支柱产业，2018 年，该园区被评为
区级园区，2021 年更被汉滨区评为航母园区。

回望这 6 年多的时光，潘德锋一直常怀感恩之心，他
感激镇党委政府不遗余力的支持， 各级帮扶部门的帮包
措施，感激群众的辛劳付出，让产业从星星之火迸发出燎
原之势。 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一直在反思探索，如何扩
大党组织的覆盖面 ,提升党组织的影响力 ,保障农民专业
合作社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为此，他想到了那些曾外出创业的群体，很多都在各
自的岗位上做出了一定的成就，在家乡建设的过程中，何
不想办法把这些人也吸纳进来呢？ “我当时就在镇党委领
导的支持动员下，将外出创业的能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小
河村产业发展促进理事会，在会员们的提议下,小河村生
态种植养殖合作社于 2017 年 6 月成立合作社临时党支
部,实行党员与社员‘1+1’结对帮扶,促进党员带头推广技
术、提高产品质量，带头抓管理、带头抓规范。 通过产业扶
持,土地流转分红等方式带动贫困户 64 户，一般户 40 户
参与生产活动。 ”理事会自此成为了推动小河村产业发展
的重要力量，年底分红奖励时，他们拿出资金用于鼓励产
业大户，产品销路不畅时，他们就动员身边的人脉资源，
帮助家乡的父老乡亲卖出农产品。 正如绿叶对根的情谊，
在潘德锋的联结下， 让远方的游子也能一表对家乡的反
哺之恩。 而对于这个为小河村奉献了几十年的老支书，大
河镇党委书记刘长平对他也满是敬佩， 他说：“潘德锋是
基层党员学习的榜样，村干部队伍中的楷模。 ”

进入“十四五”，小河村的产业已在前期夯实了基础，
在大河镇党委、政府的规划中，小河村未来将以立体循环
农业为主，形成农产品产供销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同时依
托地理优势和特色农业，持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将其打
造成农旅融合的田园综合体， 把更多老百姓嵌入产业链
条，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年过半百的潘德锋，亲眼见证了时代变迁、政策实施
是怎样让村民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作为小河村
的“领头雁”，如今的他已无须再为村上没有成型的产业
而忧心忡忡，手机里每天陆续接到的订单电话，村民咨询
合作社事宜的问询声，都让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一如 32
年前进入村委会工作的前夕，年轻的潘德锋相信，自己一
定能为建设家乡作出贡献，让小河村的面貌越变越好。

群山环抱，绿意葱茏的汉滨区晏坝镇，最令人过
目难忘的风景， 便是那遍布在田垄阡陌间的茶园，行
行交错起伏的茶树，在山坡、溪涧、屋后、房前，连成一
条条绿色的波浪线，让整个晏坝镇似茶的汪洋，弥漫
着缕缕清香。

而这里新栽下的每一棵茶树，镇党委书记汪红星
都无比熟悉。 十五年的时间，他将青春和热忱奉献给
了晏坝，见证了这方天地发生的巨变。土屋变成社区、
荒地变成茶园、泥泞小路变得宽敞平坦……从寂寂无
名到产茶大镇，作为父母官的汪红星，参与了帮助晏
坝人民将家园建设得更美好的全过程。

时间回溯到 2007 年， 汪红星被党组织任命为晏
坝乡副乡长，开始了他服务“三农”大地、为晏坝民生
操劳的漫漫征途。 “我从 2007 年来到晏坝后，历任副
乡长、副镇长、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镇长，直到去年
6 月，担任镇党委书记。 可以说，乡镇工作的方方面
面、细枝末节，基本上我都从手上过了一遍的。 ”身份
的动态变化赋予了汪红星扎实稳健的气质，让他在推
进基层工作时，具备了更加得心应手的经验。 “晏坝镇
有 10 村 2 社区，136 个村民小组，4254 户， 这十几年
时间，村上大部分农户家我都去过，和村民打交道也
是最多的，做基层工作，要多从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
从他们的出发点贯通思想工作， 干群之间关系和谐，
镇村发展才能稳中有序，欣欣向荣。 ”这样的觉悟认
知， 也切实反映在他推进晏坝镇产业建设的过程中，
如何因地制宜，找准方向，扎根乡土，带动大家早日实
现共同富裕。

十几年前，以家庭和个体所有制的小农经济还是
乡村生活的主流模式，村民们自给自足，在自己的一
亩三分地上耕耘劳作，由于生产水平低下，抵抗自然
灾害的能力弱，一年到头的收获，也只够全家的口粮，
在蔬菜粮食产量低、卖不上价的劳作中，村民慢慢觉
醒的意识和时代的变化都在提醒着他们，种地，已不
是生活的最优解。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打工的浪潮，随之而来
的，是村庄老龄化、家庭离散化、土地荒芜化的加剧。
“该怎么改变这种困境，让群众即使留在家乡，也能增
收致富呢？ ”历史上的晏坝，并非没有经过产业的探
索，在经过种烤烟、黄姜、绞股蓝，养蚕等多种产业均
面临失败的打击后，群众的积极性大大减弱。 “还能否
有更适合的产业可以长效发展？ ”汪红星陷入长久的
思索中。

夜晚的晏坝宁静祥和，月光和灯辉映照着山峦的
剪影，晚风会在空气中送来茶叶的香气。 汪红星经常
会在这样的时刻， 一个人在山村的小道上来回踱步。
在旷野的寂静中，在春天的山丘上，他看到留守家中
的妇孺将山上老茶树的嫩芽采摘回来，制成新鲜的茶
叶。 而杯中舒展开的叶片，给了他发展产业的方向。

“‘十三五’以前，晏坝镇就有 5000 多亩茶树，那
是 70 年代留下的知青茶园，经过几任党委研究后，确
定了将茶叶作为主导产业，利用各种途径，项目实施，
退耕还林，交给老百姓管理。 ”在汪红星的回忆中，交
给老百姓管理的茶园存在明显的弊端，首先是标准不
统一、销路不畅，群众的积极性就受挫了。 “还是得有
市场主体来带动。 ”2011 年，晏坝镇有了第一家茶企
业入驻，钰丰农林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积极盘活当地
土地资源，走集约化、规模化、园区化的发展路子，钰
丰公司很快在晏坝站稳了脚跟，也在对接市场的过程
中，逐步拓宽了销路。

正所谓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有了钰丰公司

这一成功范例，让镇党委政府信心倍增，时任人大主
席的汪红星积极发挥组织作用，动员在外创业的能人
返乡创业、亲赴外地招徕客商，在这个过程中，晏坝镇
的茶叶面积也进入了高速扩张期，按照年均新增 2000
亩的茶园数量，整个“十三五”时期，晏坝镇的茶园总
面积达到了 15200 亩， 实现了人均一亩茶的目标，真
正成为了雄踞全市的茶业大镇。

而从茶业大镇走向茶业强镇，汪红星知晓这一路
行来的艰难不易。 帮助园区流转土地、争取项目资金、
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园区增多后的统筹管理……桩桩
件件，都是极为耗费心力时间的事。 但好在，“归雁引
凤”工程成果颇丰，山川秀美农业有限公司、浩龙公
司、千硒茶叶园区等 14 个茶叶园区，陆续在晏坝镇投
资兴业。 截至目前，全镇 14 个茶叶园区中有 1 个省级
园区、6 个市级园区、6 个区级园区， 其中两个带动力
强的还荣获区级航母园区殊荣。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产业发展模式，为晏坝镇
“小茶叶”变“大茶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面对下一步
的提质增效，将品牌化、标准化提升，扩大晏坝茶业影
响力的进程，汪红星亦有新的理念在持续迸发。 “现在
各个园区还处于各自为营的局面，不利于形成聚集效
应，要打好茶业由大做强的组合拳，就要将各项标准
统一，实行品牌化、品质化，以产业联盟促进产业良性
循环，健康发展。 ”为此，他积极组织各产业园区负责
人和产茶大户，组建了晏坝茶叶协会，通过协会力量，
实行统一用工、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品牌的“四
统一”模式，不仅可以有效利用好优质资源，而且将群
众也都镶嵌在产业增收的链条上。

多年的躬耕经营，晏坝茶已成为当地的一张靓丽
名片，每年春天，在漫山遍野的采茶队伍中，游客的身
影也是成群结队，这是茶叶形成规模所带来的衍生结
果，也是汉滨区委区政府定调“茶旅名镇”的发展方
向，更是晏坝镇党委政府“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长期坚
守。

为了将茶旅融合的效应持续扩大，使产业链不断
延长，晏坝镇党委政府于 2021 年引进企业主体，在晏
吉河一带栽种油菜，今年 3 月份左右，便可形成油菜
花长廊，“车在花中走、人在画中游”的乡村盛景必将
吸引更多的游客。 届时，“品晏坝茶、赏油菜花、吃稻花
鱼、住农户家”的美好愿景将一一成为现实。

长路无涯，行者无疆。 当历史的卷轴翻开崭新的
一页，汪红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使命，曾经村民生
活的艰苦印迹镌刻在他的记忆中，而今，村民们都搬
进了宽敞的大房子， 曾经的撂荒地重新变得生机勃
勃，乡土彻底挥别旧模样，迎来新气象。

“十四五”期间，在乡村振兴的目标下，汪红星对
晏坝镇的前景依然有着清晰的规划。 他说：“下一步，
晏坝镇将以农业园区提质增效为前提，围绕产业发展
建设，以“私家订制”服务为契机 ，以农民增收 、农
业增效为核心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农业产业化
经营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致力于农业综
合开发和农业产业招商引资工作 ，进一步提高三
产融合 ，加强镇主导产业 ，提高 “汉滨晏茗 ”茶知
名度 、美誉度 。 并瞄准茶旅融合的定位 ，实现 “茶
业在旅游体验中增值 ，旅游在茶业中添彩 ”的目
标 ，以 “+旅游 ”的方式加快茶旅融合发展步伐 、
以强有力的产品作支撑 ，开发出游客喜爱 、特色
鲜明 、产业受益的茶旅融合拳头产品。 推动形成集
种植、加工、休闲观光、特色产品销售等为一体的产业
集群，在时代变奏中走出乡村振兴好路子。 ”

汪
红
星： 笃

定
﹃
茶
旅
﹄
富
乡
亲

记
者
王
拥
吴
苏

潘
德
锋：小

河
村

大
作
为

记
者

吴
苏

通
讯
员
章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