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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 6 点半，岚皋县民主镇明
珠社区一组的杨玲就会准点起床，简单
洗漱之后，就开始在厨房麻利地烧锅做
饭，腾开手后再到双目失明父亲和高位
截瘫哥哥的房间，打过一声招呼 ，然后
帮他们洗脸，等到把饭菜递到他们手中
后，杨玲就急匆匆骑着电动车赶往山下
的社区工厂。

每天这一幕循环往复，从哥哥出事
那年算起，迄今已过去了 28 个年头。

家庭突发变故柔肩挑重担

1994 年，16 岁的花季少女杨玲家里
迎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这年 10
月，远在河北省一私人小煤窑务工的哥
哥，井下作业时不幸被矿洞上掉下来的
大石头砸到背上，顿时失去了知觉。 经
住院治疗，被高位截瘫，命虽然保住了，
可从此瘫卧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1 个月后， 煤矿老板赔付了 1 万多
元就此了结。 独在异乡，老实忠厚的杨
父孤立无援，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把儿
子接回了家。

看到昔日健壮的儿子变成瘫卧在
床的残疾人，母亲整天以泪洗面 ，父亲
唉声叹气，一家人整天笼罩在一片愁云
之中。

杨玲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但农村
长大的她，从小练就了刚毅的品格。 哥
哥出事后，懂事的她农活、做饭、家务样

样能干，这让父母心中宽慰了不少。
俗话说 ，屋漏偏逢连夜雨 ，船迟又

遇打头风 。 由于长期的抑郁和伤心流
泪，杨父竟患上了严重的眼疾 ，虽经手
术治疗， 但最终仍在 1998 年双目失明
了。 这对杨玲来说，简直又是一个晴天
霹雳，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 ，现在双目
失明了，一时间杨玲感到天都要榻下来
了……从此，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压在了
她柔弱的肩上。

合力撑起一个家

一晃几年过去了，杨玲已到了谈婚
论嫁的年龄，周围很多热心人陆续上门
提亲，但面对家庭状况 ，杨玲谢绝了这
份好意。

谁不嫌弃我的家庭条件，能与我同
甘共苦，我就嫁给谁！ 这是杨玲对外抛
出的择偶标准。

很快 ，经人牵线搭桥 ，居住在岚皋
县民主镇五一村的王学宏走进了杨玲
的视线。

“你要落户我家，负担挺重的，你要
想清楚才行……”

一见面，杨玲就对这个帅气的小伙
颇生好感 ， 但止不住提前打起了预防
针。

“我不怕， 我愿与你共同肩负这份
责任，用行动证明自己拥有这份爱心和
孝心……”王学宏定斩定截铁地回答。

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彼此了解，王
学宏自愿男到女家，两人一起走进了婚
姻殿堂。 从此，这对恩爱的夫妇一起扛
起了生活的担子。

婚后 ，为了家庭生计 ，王学宏开始
长年外出打工挣钱，杨玲则在家中负责
照顾家人和耕种几亩坡地， 养鸡养鸭，
喂猪种菜 ， 把家里的各项事务打理得
井井有条。

照顾至爱亲人责无旁贷

2001 年至 2009 年， 伴随着两个孩
子相继出世，这个沉闷的家庭终于有了
久违的笑声。 可一家人的平静生活还没
安享几年， 灾难再次降临杨母的头上，
让这个原本不幸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

2010 年， 杨母一次意外的跌倒，造
成半身不遂卧床不能动弹， 此情此景，
杨玲欲哭无泪，痛苦过后她只能选择坚
强。

端饭递水、端屎倒尿、换洗擦身、洗
头理发……每天杨玲既要照顾双亲和
哥哥，还要哺育两个年幼的孩子 ，里里
外外忙得团团转。

2011 年，母亲病逝后 ，杨玲大哭了
一场， 总感到还没尽够自己的孝心，让
老人家过早离世了。 在她眼里，家和亲
人比啥都重要。

从此，杨玲对父亲和哥哥的照顾就
更加体贴入微了。

哥哥长年躺在床上，整个人意志消
沉，对此杨玲专门给他买了一部智能手
机，并教会了他上网 。 看新闻 、微信聊
天 、听音乐 、刷抖音 ，有了这部手机相
伴，哥哥的脸上泛起了灿烂的笑容。

父亲两眼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有时
会莫名其妙冲她发火，杨玲十分理解他
的心情， 强忍委屈的泪水从不抱怨，反
倒想方设法帮他缓解情绪， 聊天说话，
手机播放陕南花鼓戏等，来排解父亲心
中的寂寞。

这几年，杨玲来到社区工厂上班补
贴家用，但坐在针车前干活时 ，心中却
牵挂着家中的父亲和哥哥，后来她干脆
买了一台针车放在家里，每天去厂里领
料然后再拿回家里加工，每天都会干到
深夜。 而坐在家里，只要听到房间里有
一点响动，她就会起身进屋瞥上一眼父
亲和哥哥才会放下心来。

“要不是我妹妹照顾得好， 我坟头
草都长得好深了，这些年真是难为她了
……”哥哥动情地这样说道。

28 年来，这个平凡的女人犹如屹立
在风雪中寒梅， 昂起头来挑战命运，让
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向阳而生。 2017 年，
依靠着勤劳的双手打拼，杨玲夫妇新建
起了 2 间砖瓦房，让一家人的住房条件
得到了改善；2019 年， 杨玲一家收入超
过了脱贫线 ， 成功摘掉了贫困户的帽
子，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

2021 年以来，石泉县把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任务，探索实施“三个三”工作模式，强
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成
效。

把握 “三个关键 ”，强化整治保障 。
一是强化部署抓落实。 建立县镇主要领
导牵头抓、分管领导直接抓、相关单位协
力抓、镇村专人具体抓的“四级连抓”机
制，压实责任促落实。 二是建章立制抓
长效。 建立资金保障、督查考核、投诉举
报等配套制度，保障村庄清洁行动全面
开展。 2021 年共计投入 4000 余万元用
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将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列入重点督查内容 ， 实行常态督
导+季度督查通报。 三是宣传发动抓引

导。注重宣传发动，扎实开展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 组织引导干部群众开展集中
整治 300 余次， 评选表彰卫生家庭千余
户，调动群众的主体作用，村容村貌由内
而外焕发新生。

紧盯“三个重点”，扎实开展整治。一
是全面整治乱象。 以公路沿线、街道、社
区、 沟边为重点， 累计清理淤泥 500 余
处、清理沟渠 800 余公里，整治河沟 456
条 、 农村道路 1867 公里 ， 组织动员
15000 余人次开展室内外大扫除活动 。
二是补齐整治短板。 稳步推进农村厕所
革命，2021 年新改造农村无害化卫生厕
所 801 座， 正在建设农村户厕智能管护
平台，实现农村户厕智能化维护管护。加
快推进污水理， 全县共建镇级污水处理

场 12 个、村级污水处理设施 36 处。三是
改善居住环境。大力开展卫生创建，实施
村庄道口绿化。创建国家级卫生镇 1 个，
省级卫生单位 53 个、卫生镇 8 个、卫生
村 79 个；给两河镇中心村、池河镇明星
村等 18 个重点村地段补植绿化苗木
300 余万株， 有效提升绿色生态村庄水
平。

加快“三大建设”，夯实整治基础。一
是加快清洁村庄建设。 健全完善农村生
活垃圾运行体系， 全县从事人居环境整
治公益岗 655 人， 年处理生活垃圾 0.9
万余吨。累计建设垃圾填埋场 4 个、垃圾
压缩中转站 9 个， 配套垃圾转运车 39
辆、垃圾桶 15025 个，垃圾箱 879 个。 全
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88.6%， 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0%。 二是加快基
础设施建设。 改造农村电网 30.5 公里，
安全饮水提升工程 68 处，农村公路硬化
12 条 20.7 公里。 三是加快乡村治理建
设。建立“河长湖长+警长+检察长+法院
院长”工作协作机制，构建河湖治理保护
新格局，引导群众增强“爱我家园·保护
环境”的行动自觉，构建村庄清洁治理新
格局。

截至目前，石泉县 87 个村的农村污
水排放得到有效治理 ， 全年植树造林
9.15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75.8%；年处理
农村生活垃圾 0.9 万吨，90%以上的行政
村垃圾得到有效治理。 全县累计改造卫
生厕所 39848 户，普及率达 88.1%；农村
安全饮水、 电力、 公路硬化覆盖率均达
100%， 村容村貌及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先后荣获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和全
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
县称号， 后柳镇荣获全省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先进集体称号。

开展老字号企业（品牌）认定，是传承弘扬民族
文化和独特技艺、 促进陕西老字号企业传承和创新
发展、 打造陕西品牌形象、 留住乡愁记忆的有力举
措。在虎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
的好消息：陕西省商务厅依据《关于印发陕西老字号
认定办法（暂行）的通知》（陕商发〔2020〕35 号）的标
准条件和程序要求，经企业自愿申报、市县两级初审
推荐、实地核查并向社会公示，认定了 36 个企业（品
牌)为第二批“陕西老字号”。 陕西省紫阳县和平茶厂
有限公司（注册商标：图标+和平）名列其中，特写顺
口溜祝贺：

和平牌子响，和平茶叶香，
操作有规程，质量有保障，
产量年年长，销区又扩张，
不愧老字号，越来越兴旺。
和平茶能获得如此荣誉不是凭空而来的， 是他

们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数十年艰苦奋斗不断创新
发展的结果。和平茶厂始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厂长
曾朝和是一位光荣的退伍军人， 他家门上挂上了省
人民政府颁发的＂光荣之家＂的门牌。 他退伍后先在
家务农， 后因县科委要在历代名茶产地开展提高紫
阳毛尖茶品质研究，当时笔者是科研组组长，组内还
有田元成、张明兴、袁小尚、任金发等茶叶科技人员。
曾朝和发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 大胆承
担了科研协作任务，接手和平茶厂，与科委签订了科
技协作合同，并召集了几位青年农民，接受科委科研
组科技人员的指导。

和平茶厂建在名茶产地桂花庄沟口， 即磨坊沟
药王庙附近，原来破烂的厂房已推倒重建。曾朝和自
行设计，因地制宜，修厂房与修路便民、治山治水相
结合， 总计投资 7000 多万元， 建成了气派辉煌的
15000 平方米的大型厂房，将药王庙、鱼尾山嘴都修
到房里面，焕然一新，面貌大变了。

如今，高峰期与淡季绿茶、红茶两套初制设备加工设备已安装投产，最高每
天可接纳鲜叶 8000 公斤，并实行初精制后拼配，统一规格，精细包装后上市。 计
划逐步实行茶旅结合，开展茶文化交流、旅游、休闲、养生及手工采摘、手工制茶
体验活动，使游客住宿有客房，吃饭有餐厅，游玩有山水园林，体验有项目，健身
有场所。

和平茶厂的健康发展壮大，使当地茶农有了穏定的收入来源，茶农只要做
好管好茶园，适时按标准采摘，每人每天可收入 300—500 元，附近茶农都积极
按标准采茶送鲜叶到和平茶厂，只要勤奋，按标准采茶不愁销售而脱贫致富。 随
着党的富民政策和脱贫攻坚计划地实施，目前村村通了公路，户户修了新房，茶
丰林茂，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和平茶厂自建立以来始终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的理念，聘
请了客座高级茶叶专业农艺师 3 人，培养了茶叶硕士研究生 3 人，茶叶技术人
员 35 人。 为保证茶叶纯天然有机化，茶园坚持釆用人工除草、茶行间套种豆科
绿肥，提高土壤肥力，严格实行可追溯制度，对送鲜叶户实行有机化管理，经多
年培养，逐步强化稳定了技术队伍，初制、精制、包装工人基本稳定。 经多年摸
索，上市产品已基本定型，绿茶类以历史名茶紫阳毛尖为主，外形为历代消费者
习惯的卷曲形，加工工艺则采用先进的烘炒型工艺技术，以充分发挥紫阳茶有
益成分丰富、香高味醇的内在品质。 绿茶类另一大产品是和平翠峰，是直条形的
新工艺紫阳毛尖， 两个产品早在 2007 年就获得了 Sc 食品安全质量体系认证，
2008 年通过了 IOS9001 质量体系认证和有机食品认证。并先后荣获第六届国际
名茶金奖，第六届中茶杯特等奖，第七届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一等奖。 深受消
费者青睐，企业收入逐步提高。 为适应广大消费者需求，提高茶农与企业收入，
近几年来又开发了新产品和平红茶。 2021 年开始生产白茶，上市一星期就卖断
货了。 为保证质量，厂内员工有 12 人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培训审评技
术，培养高级职称 1 人，中级职称 6 人。 以审评指导加工，效果十分显著，保证了
上市产品质量统一，从而博得了消费者信赖。 产品实行专卖店经营，现已在省内
设立 27 家直销专卖店。 且与时俱进，经过一年多筹备后，于 2014 年启动线上运
营，开设了天猫、京东旗舰店，通过网络销往全国。 全厂年销售收入达到 4000 多
万元，其中网络销售占总销量的十分之一。 2021 年 12 月 30 日被农业农村部等
七部门认定为第七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著名营养学家于若木“开发紫阳富硒茶为全国人民的健康服务”的题词，程
启坤“紫阳毛尖香高味醇，历史名茶焕发青春”的题词，和平茶厂全体员工牢记
在心，用多年的心血，用优质产品 ，经过不懈地努力与实践，成为现实，从而不
仅成为紫阳县的骨干企业， 曾朝和还于 2014 年荣获全国优秀茶叶科技创新企
业家称号。 2018 年和平茶厂荣获了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陕西省优秀民营企业
称号。 此次荣获老字号品牌是企业多年辛勤的结果，值得庆贺。

面对双目失明的父亲和下肢高位截瘫的哥哥，她用坚韧和勤劳坚强撑起一个家，用时光诠释亲情与责任，犹如屹立
在风雪中寒梅，让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向阳而生———

杨玲：昂起头挑战命运
通讯员 张天兵

石泉“三个三”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通讯员 易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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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雪过后，位于宁陕
县境内的悠然山景区银
装素裹， 一派北国风光。
近年来，宁陕县充分利用
冬季冰雪资源，努力激活
冬季旅游市场，利用良好
的自然禀赋积极打造“来
岭南看雪 ” 冬季旅游品
牌，着力打造冰雪运动康
养 、冰雪观光体验 、冰雪
休闲度假等特色产品，变
冰雪 “冷 ” 资源为消费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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