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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之初，驶过蜿蜒山路，伴着
嘤嘤蝉鸣， 我与友人驱车前往旬阳
市铜钱关镇，那里山清水秀，最是夏
日好去处。

连绵不断的茶园犹如绿色的波
浪，翻滚在山间地头 ，置身山水间 ，
只此青绿中。 采茶人戴上帽子，挽着
茶篓，在田间穿梭 ，指尖飞舞 ，春茶
飘香，沁人心脾。 一场雨后，漫山的
竹笋也抢鲜上市，家家户户采竹笋、

剥竹笋、煮竹笋，笋香四溢，那嫩绿的
竹笋既是餐桌上大受欢迎的美味佳
肴，也是村民们的心头好，短短的一
个多月， 采笋人便可以收入三四千
元。除了茶叶、竹笋，铜钱关的青山上
还有百亩连片的烟田、黄桃园、碧根
果园、香椿园等，这一抹抹绿色便是
铜钱关千万个家庭的“金山银山”。

百米龙潭、千亩稻花香，铜钱鱼塘
水中戏， 这样的美景在旬阳市其他镇

是不多见的。 如虹的瀑布、 险峻的峡
谷、清澈的溪流，在阳光的照射下焕发
着光彩，是夏日避暑的好去处。沿岸的
稻田是独有的风景，农人挽起裤管，牵
着水牛，唱响一曲田园牧歌，期待着一
个丰收的秋天， 到时串串稻穗随风而
动，轻轻吟唱着乡间小调，稻谷粒粒饱
满，昭示着又是一个丰收年。在致力于
打造 “生态宜居、 休闲康养乡村示范
村”的铜钱村，4 万尾小鱼伴着粼粼碧

波游向新生， 为乡村经济注入新的活
力，推动着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现在，铜钱关镇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
裕，循着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将继
续强化村级党组织“两强一好”示范
体系建设，盘活土地资源，挖掘历史
文化，深度融合“农文旅”发展思路，
全力打造乡村振兴特色小镇，让诗与
远方留在身边。

晚饭后和妻子在河堤散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伴随晚风扑面而来，没
走多远，就在河道里发现了那几棵高大的槐树，蓊郁的枝叶间挂满一簇簇
乳白的槐花，在风中若一串串素洁的风铃轻轻摇曳。我不禁踮起脚尖采摘
了一串，放在鼻尖嗅着，一股沁人心脾的熟悉的清香，瞬间把我拽回到记
忆里开满槐花的故乡。

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老家后院曾经有一棵手腕粗的槐树，树干
稍有些拧。 那时爷爷还健在，入夏后爷爷经常铺张席子在树荫下，我就挤
到爷爷跟前，缠着爷爷给我讲故事。上学后有次老师布置的作文是写一种
熟悉的植物，我准备写后院的槐树，为此我偷偷爬到树上观察，我惊喜地
发现槐树椭圆形的叶片，都是一组组对称状分列在两边，最顶端是一片孤
零零的小叶片。 叶茎旁边又伸出一枝茎干，错落分布着古铜色的“小喇叭
筒”，白色纯净的花朵就从“喇叭筒”里挤出来，两瓣稚嫩的花瓣往外努力
地打开着，在风中像白蝴蝶一样翩翩起舞。

望着洁白如玉的花朵，我生出了些许馋意，不由地伸手到最近的枝丫
上撸了一把槐花，准备往嘴里塞，不想手一阵钻心的疼痛，原来我撸的槐
花里有一只蜜蜂……母亲下地回来，看着我又红又肿的小手，既心疼又好
笑，母亲从花圃里割了一块仙人掌捣碎给我外敷。随后母亲吩咐哥哥戴了
手套，用围巾裹了头，武装好了爬到树上去，近处的槐花都捋下来装到脖
子上的布包里，远外的枝头哥哥就把镰刀用绳子绑扎在长杆上，顺树枝一
拉，绿叶盈盈的槐枝就晃晃悠悠落到竹席上。 我早已忘记了疼痛，跟母亲
捡起树枝开始采摘上面的槐花。

此后几天，我跟哥哥还会到沟渠边、村后的山坡上捋槐花，正是槐花
盛开的季节， 漫山遍野都是一片雪白， 整个村庄都漫溢着一股馥郁的清
香。 母亲吩咐我们，采摘槐花要找没打开花朵的，最好是将开未开的白月
牙，没有经过蜜蜂采蜜的槐花最香嫩，花瓣也最肥厚，味道更加甘甜无比。

采摘回来后的槐花，要择干净树叶杂物，放冷水里浸泡半个小时，随
后捞出沥干水分，倒入大面盆，掺入少量面粉搅拌，那时普遍缺衣少食，面
粉要节省，每朵槐花上就沾一丁点的面粉。 有时天热馒头发霉了，母亲就擦掉霉点，用水泡开，
捏碎拌到槐花里，拌均匀后，堆放在开水锅里的箅子上蒸，锅盖盖严实了，哥哥开始悠悠地拉着
风箱。随着蒸汽溢散的槐花饭香，不断撩拨着我们的味蕾，我跟哥哥不住地咽着唾液。好像只过
了一会儿，却又好像是很长时间，母亲揭开锅盖，鲜香的槐花饭就蒸好了，母亲早已准备好了蒜
泥，如果有葱油辣椒，那味道就会更加鲜美。

剩下的槐花，母亲放在外面晾干，那时哥哥有咽炎，经常嗓子干痒不舒服，母亲就泡了槐花
茶每天给哥哥喝，时间长了哥哥的咽炎居然好了。 晒干的槐花易于存放，农忙时节，干槐花用
开水泡开，捞出来倒入香醋、葱花，就是简单的凉拌菜。或者跟苞谷面和成面糊糊，在锅里摊薄，
做成槐花饼，也可以带到地里吃，中午就不用着急回家了。 后来条件好一些，曾经在大姨家吃
了一次槐花炒鸡蛋，香喷喷的鸡蛋配以槐花特有的清香，让人至今记忆犹新。

如今又到槐花飘香的季节，我居住的小城背靠秦巴山，漫山遍野都是槐树林，纵目远眺，仿
佛巍峨的群山披了一袭洁白的婚纱，走近了，又宛若落了满树的雪花，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散
步归来，晚上居然梦到了老家后院的那棵槐树和那满树馥郁素洁的槐花，第二天早起就奔往菜
市场，买了一大包沾满露水的槐花，想着中午妻子要做槐花麦饭，心里早已充满期待，走路的步
伐都轻快了很多。

今年 “五一 ”的时候 ，我去了心
念已久的紫阳县毛坝小镇。 用烟火
来形容这个小镇，最贴切不过，一见
便让人心生欢喜，踏实妥帖。

毛坝位于紫阳县西南部、 任河
中游，因地处川陕之咽喉，又名毛坝
关。 火车隆隆桥上过，汽笛声声路上
鸣， 帆影点点绕山行。 背靠襄渝铁
路，前临渔紫公路 ，坐看任河水运 ，
四周群山陡立， 关隘连环， 如布棋
阵。 小镇集市繁荣，长期以来，一直
是紫阳任河流域经济文化中心 ，被
誉为紫阳三大镇之一。 境内旅游资
源丰富，畅游盘厢河 ，采摘蓝莓园 ，
游渡木兰峡，祈福观音寨，寻古庞家

院……是旅游观光的好去处！
小镇美，最美在山水。 那山，陡

极，险极。 几丛葱茏点缀白岩，如旗
高挂。 那水，清极，柔极。 几只渔船勾
勒碧波，如画铺呈。日月落照在水里，
群山倒映在水里，民歌揉碎在水里。
微风轻吹，岚雾迷漫，歌声悠远。 天
上人间，山上水下，倏忽间晃动开来、
梦幻开来，分不清，辨不明，一片模糊
了，使人禁不住忘我和沉醉。

小镇不大，街道呈人字形，顺着
窄而迂回的街道，走过集市，干菜铺、
杂货铺的门半掩半开，里面昏暗，各
种货品密集；包子铺里，白胖胖的包
子馒头出锅了，缕缕热气袅袅上升；

早餐店里，油条在锅里滋滋作响。 菜
市场熙熙攘攘，喧嚣嘈杂，大块新鲜
的猪肉挂在长长的铁钩上， 还冒着
热气； 粗长的莴笋整整齐齐码放在
摊位上； 沾着露水的豌豆尖儿大堆
大堆的，嫩生生，青绿绿……几个卖
菜的妇人大声说笑着……整个小
镇，生动又鲜活。

小镇的街道不长， 地面是用石
板铺的，房子是用泥瓦盖的，泥瓦和
石板参差不齐， 陈旧的民居更显低
矮、沧桑。 苍绿的青苔蔓延，泛着岁
月的痕迹，瓦楞上，三两根狗尾巴草
在风里寂寞地摇曳着……

一草一木、 一石一叶、 一花一

水、一屋一门 ，庭院 、竹笆 、溪畔 、池
边 ，一丛丛翠竹青翠 欲 滴 ，一 棵 棵
小草轻轻摇曳 ， 五颜六色的花儿
争奇斗艳 ，微风习习 ，杨柳轻拂 ，
小河静流 ， 唧唧虫鸣声 ， 呱呱蛙
声，无处不浸润着一种宁静，无处不
包含生活。

“五一”假期，小镇毛坝以“素面
朝天”的纯本自然、散淡简约之美，迎
接着八方来客。 这里山有千盘之险，
地无半亩之平，任河九曲回肠，盘旋
入境，矿产资源丰富，人民勤劳朴实，
“竹山精神”也声名远扬。这是冥冥之
中的缘分，悠游小镇，从此铭记于心，
难以忘怀。

本报讯 （通讯员 胡珈瑜 卢方毅）
5 月 21 日，由农业农村部、省人民政府、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主办的“2022
年国际茶日”陕西分会场设在平利县老县
镇蒋家坪村女娲凤凰茶业现代园区。 接到
通知后，国网平利县供电公司张思德共产
党员服务队迅速行动， 以该活动为契机，
为蒋家坪“红色基地”重要区域提供坚强
的电力保障。

接到保电通知后，该公司立即成立保

电工作小组，精心组织部署，第一时间组
织编制了应急处置方案， 按照方案要求，
张思德共产党员志愿 服 务 队 队 员 们 充
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 联合运检
部 、 老县供电所对活动辖区的高低压
线路及供电设施进行全面拉网式大排
查巡视 ， 消除影响正常供电的运行隐
患 3 处、清理树障隐患 5 处，同时敷设 200
多米电缆专线架设到活动现场，并协助平
利县政府做好活动场馆、舞台、转播台、农

产品展销台等用电线路布置，对活动现场
的用电设备、开关、刀闸、线路进行全面系
统的检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进行整
治。

现场活动预案从高低压线路故障、用
户设备漏电保护器跳闸等方面充分预想，
接入应急发电机作为第二应急电源，安排
专人在关键点位值守。 并于 5 月 20 日完
成“国际茶日”保供电活动现场实战演练，
相关处置操作流畅迅捷，坚决保障茶山活

动场地、直播设备、展销摊位等主要负荷
迅速恢复供电。 同时，加强系列活动场地
临时用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管理 ，及
时制止不安全用电行为 。 主题活动当
日清晨，保电人员带上相关器具，提前到
达保电现场，对现场电压进行监测，对线
路和电器进行安全检查，还配备 1 台应急
发电机，以备突发停电情况下，仍能提供
持续、稳定的供电。 目前，该活动已顺利圆
满完成。

从零起步，十年深耕细作，十年踔厉
前行，新社区工厂数量破千家，带动就业 3
万余人，产值突达 56 亿元，进出口值占全
市比重超过三分之一。 十年来，安康新社
区工厂走出了一条“幸福就业”的新路径。

受制于南水北调涵养区“红线”约束，
安康尝试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但鉴于欠发
达地区的市情，很难招引大型项目落户安
康。2012 年，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针对移
民搬迁后扶就业问题，率先出台了《关于
扶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意见》， 为后
续发展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8 年前， 在深圳创业的张富涛兄妹回
乡开了一家电子元件小作坊, 虽然规模很
小，但用工达 30 人。 我市经深入调研后认
为其经营模式符合市情实际，于是抢抓时
机，迅速在平利、白河等县进行试点，在搬
迁社区创办生产加工型工厂，拉开新社区
工厂建设的序幕。

一项“从无到有”产业的发展，既需要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力结合，又需要
干群的齐心协力。 安康各级党员干部有知
无畏、担当作为，坚持“广招商、聚英才、优
环境、强产业、育动能”，实现了新社区工
厂快速发展。

我市敏锐地抓住产业转移机遇和搬
迁形成的富集劳动力资源优势，先后出台
《关于大力培育和发展新社区工厂的实施
意见》《关于加快发展毛绒玩具文创产业
打造安康新兴支柱产业的意见》 等文件，

配齐市、县专门工作机构，以全市 1364 个
移民搬迁社区为主战场，全方位进行招商
引资、招才引智，吸引了一大批企业落户
安康。

随着市委市政府强有力推动以及国
内大市场产业转移引导，2017 年， 毛绒玩
具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在移民搬迁社区蓬
勃发展，将新社区工厂建设推向高潮。 目
前， 已形成以毛绒玩具文创产业为主导，
电子线束、服装织袜两翼协同发展的产业
格局，发展方向越来越明晰，产业势能越

来越强大。 如今，行走在秦巴汉水间的搬
迁社区 ，缝纫机 “哒哒哒 ”的声响不绝于
耳，“半小时就业圈”成为就近就业、幸福
就业的安康样板。

2020 年，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来安考
察，发表重要讲话，这为安康发展注入了
新的动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此基础上，
我市因地制宜探索推出 “园区总部+新社
区工厂+家庭工坊”模式，对推进产业从低
端到高端、 助力产业链全链发展意义重
大。

目前，我市以巩固成果、提质增效为
重点，加快新社区工厂总部化、集团化发
展，以延链补链强链为抓手，打破“两头在
外”的初级加工模式，聚焦文创设计、原辅
料生产、电商销售等高价值链环节，招引
了安贝斯、康达电子、新乐祥等龙头企业
来安成立总部，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逐渐
凸显。

出生于 1980 年 10 月 20 日的王能香是紫阳
县高滩镇人， 现在是陕西隆浒原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职工。 2013 年，王能香被陕西隆浒原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招聘为员工， 她凭着对家
乡的热爱之情，从头学起，一步一个脚印，逐步
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 为手工茶制作作出突出
贡献，享有制茶能手和“金州工匠”的称号。

陕西隆浒原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所在地
周边有 6 个产茶大村，共有生态有机茶园 15000
亩，户均茶园面积达 3 亩以上，茶农居住分散，
茶园管理量大面广。 2014 年，公司决定将茶园管
理任务交给王能香负责。

王能香扛起管理万亩茶园的艰巨任务，从
实际出发，尽职尽责，多措并举，协助公司闯出
了一条茶园管理的新路子。 创新管理机制，实行
基地、农户管理一体化，推进茶农共同管理，与
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 发挥典型示范的带动作
用，助推茶园管理常态化，带头实施 100 亩有机
高产示范标准茶园，带动 100 多户茶农 300 余亩
茶园管理迈上新台阶，平均每亩增收 1000 元以
上；加大茶叶技术培训，提升茶农科学素质，深
入田间地头，现场培训有机茶园种植、修剪、施
肥、除草等关键技术。 近几年，她协助公司组织
召开培训会 40 多场次，开展科普讲座 13 次，发
放茶园管理技术资料 2 万余份； 及时指导鲜叶
收购，严把原料等级质量关，强力推行科学采茶
和分级采茶，从采茶、分级环节增收提效。 2021
年， 茶农的鲜叶收入亩均达到 5000 元以上，有
机茶园最高亩产突破 10000 元，公司总收入实现
2000 万元。

王能香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 能吃苦耐
劳，虚心学习，不耻下问，刻苦钻研加工技术，熟
悉机械控制操作，手工制茶技术精湛，是一位名

副其实的制茶女能人。
坚持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相结合制好茶。 她积极参加紫阳县职业茶

农和手工制茶等各类培训班，系统学习茶叶种植、加工、管理等课程，现场
炒茶操作，多次被评为优秀学员。 2018 年 9 月，王能香参加紫阳毛尖首届
手工制茶技术能手大赛，获二等奖；2019 年 5 月，王能香被公司推荐参加
陕西省手工制茶技能大赛，荣获一等奖，并被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陕西省总工会、陕西省科学技术厅、共青团陕西省委授予“陕西省技术
能手”称号；2021 年 3 月，她被安康市委组织部、安康市总工会、安康市人
社局授予第二届“金州工匠”荣誉。

发挥科技领军人物的“传帮带”作用。她主动承担公司手工制茶培训，
帮助青年工人提高制茶技术，在厂内搭建“手工茶坊”车间，召集制茶工人
一起练习手工制茶，公司每年组织 5 场以上手工制茶比赛活动，已有 5 名
员工在市县举办的手工茶大赛中获奖。 2021 年 3 月，王能香和工友们共
同制作的紫阳毛尖在“春之茶”紫阳富硒茶开园季斗茶大赛中荣获绿茶
“茶王”称号。

弘扬紫阳手工茶文化。 她精准地把握杀青、揉捻、干燥流程，熟练掌
握滚、抖、翻、炒“火候”，将质量标准融于制茶的每一个环节，用工匠精神
打造高质量的富硒茶。 经过多年制茶实践，她手法娴熟，可以用手来感知
茶叶杀青的温度，眼观颜色、鼻闻香味、舌尝味道，一招一式，环环相扣。

作为陕西隆浒原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员工，王能香始终坚守在
收茶叶、管茶园、制茶叶的工作岗位上，用劳动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面对
外地茶叶企业的高薪聘请，她没有丝毫动摇；面对一道道技术难题，她没
有气馁和退缩。 当自己掌握了手工制茶的关键技术以后，她思考的是如
何传承与弘扬紫阳茶文化，为乡村振兴再作新贡献。 目前，她参与研制的
“郁禧园”牌紫阳毛尖和紫阳富硒红茶连续三年荣获“国饮杯”“中茶杯”一
等奖 4 次。

（市总工会供稿）

让诗与远方留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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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年 磨 一 剑
通讯员 李万华 翁开远

国网平利供电公司电靓“2022年国际茶日”

本报讯（通讯员 储茂银）5 月
19 日，紫阳县民歌剧《嫁嫂》演出
圆满落幕。作为文化大县，近年来，
紫阳县高度重视文艺文化工作 ，
充 分 发 掘 文 艺 工 作 者 动 能 ，传
承 和 创 新 一 批 批 紫 阳 民 歌 、紫
阳 民 歌 剧 等 优 秀 传 统 文 艺 作
品，不仅让文艺作品来源于群众生
活，更让文艺作品服务好紫阳经济
社会发展。

据悉， 民歌剧《嫁嫂》描述了赌
博成性、好吃懒做的王二、刁氏夫
妇，趁兄长王大多年在外经商未归
之际，将亲嫂梁氏出卖转嫁，以获

取财物，供其享乐。 结果是作茧自
缚，自食“失妻之苦”。 这个故事也
告诫人们要远离毒品与赌博，积极
践行新民风。 从 1958 年第一次上
演到现在，《王二嫁嫂》在紫阳县众
多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已经传承
了 64 个年头，“王二” 的主演也历
经了 4 代人的更迭。

看完全剧后， 观众任振琴感慨
很深，她说：“民歌剧《嫁嫂》我看过
很多次， 这次是第四代演员阵容，
其中黄杰饰演剧中主人公‘王二’，
刻画得活灵活现，看得出来是下了
很大功夫的。 ”

紫阳老剧新唱助新民风落地见效

5 月 23 日早晨，汉阴县涧池镇东
岳小学教师在学校教室门口，发现一
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鹰幼鸟。 经
初步观察， 猫头鹰幼鸟无明显外伤，
精神状态较好，仰卧在教室门口。 为
了更好地保护猫头鹰，该校教师找来
纸箱，将猫头鹰幼鸟转移到教师办公
室，防止出现二次伤害。 同时，学校教
师积极联系涧池镇林业站工作人员，
将猫头鹰幼鸟交给专业人员救治，确
保幼鸟安全健康。

邓永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