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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平利县长安镇高原村一茗茶业有限公司的厂

区内，绿意葱茏、鲜花繁茂，阵阵茶香氤氲，沁人心脾。 尽管
过了春茶采茶旺季，但整个生产车间里仍是一片忙碌景象，
工人们正加紧压制茶饼、茶砖。 公司负责人宋小红介绍，公
司用科技赋能传统产业， 进一步丰富了陕南富硒茯茶的产
品业态，同时赋予茯茶天然富硒的新概念和新亮点，系列产
品不仅占据了足够大的行业份额， 还远销哈萨克斯坦等国
家和地区。

与茶结缘，痴心坚守

英语教师、广告印刷、建筑石材……这是宋小红在创办
一茗茶业之前所从事过的行业，这些职业标签，似乎都无法
与茶叶公司联系在一起。 但在 15 年前，当时还在做建材生
意的宋小红，去福建采购花岗岩，客户邀请她到当地的一家
茶楼喝茶。 当她真正感受到喝茶的仪式感时，才发现自己被
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与茶开始有了千丝万缕的缘分。
2014 年，宋小红结束了建材的工作，来到平利创办了一茗茶
业。 早期的一茗茶业产品结构相对比较单一，在当地众多茶
企中，并没有太多的特色亮点。 直到 2017 年，随着电视剧
《那年花开月正圆》的热播，火了泾阳茯茶，宋小红也萌生了
把茯茶工艺做到极致的想法。

就在一茗茶业的车间开足马力生产的时候， 宋小红却
迎来了创业以来的首次打击———茯茶品质不佳。 事后分析
原因时，宋小红发现，由于平利和泾阳的气候条件不同，通
过泾阳的制茶工艺，以平利黑毛茶制出的茯茶，品质参差不
齐，整体口感并不尽如人意。

要解决这个难题，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制茶工艺。 为此，
宋小红就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和研究。 机缘巧合之下，她得知
在湖南安化有位名叫王良才的老师傅， 是湖南非物质文化
遗产“安化黑茶”第七代传承人，可以解决技术难题。 宋小红
立即动身赶往湖南安化，准备拜访这位老师傅学艺。 王良才
被宋小红的真情打动， 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 答应出山协
助，跟着宋小红来到平利，亲自传授自己的独门技艺。

得益于师父王良才的帮助， 一茗茶业很快就改进了工
艺工法。 通过使用七星灶古法制作出来的黑茶，茶叶色泽黑
褐，滋味醇厚，茶叶还被激发出了独特的高火香、松香、等天
然醇香风味，规避了此前茶叶色泽枯、滋味淡薄等缺点，整
体口味和品质更佳。

既有色香味，又有古文化，这样的茶叶很快便打开了市
场，不仅填补了当地市场的空白，而且形成了完整的种植、
加工和销售产业链，极大地拉动了当地的黑茶茶叶经济。

叶叶金花，美丽蝶变

传统黑茶均为压制而成的茶砖， 每次喝茶前都需要用
茶锥大力撬开茶砖，易碎又不容易妥善保留。 在发现这个饮
用问题后，宋小红开始思考能否研发出一款散装的黑茶，方
便用户随时随地取茶喝茶。 然而这种技术改造的想法，对于
市面上的大多数茶厂而言，几乎是很难实现的。 因为他们本
身连制作茶砖都很吃力， 更不必说难度更大的散茶发花技
术了。

带着这样的技术需求， 宋小红找到了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在该校教授、陕西茶叶首席科学家肖斌的指导下，一茗

茶业经过长达 4 年的不断探索，通过多次的试验，率先突破
了“冠突散囊菌”在陕南地区的培育难题。 经此技术，宋小红
带领团队不仅研发出“叶叶金花”富硒茯茶产品，而且还解
决了金花茯叶无法散装的行业痛点。

“叶叶金花”产品不仅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还先后
荣获 25 届农高会“后稷奖”、2019 年国家农业农村部产品质
量中心“名特优新”产品、2020 年的全国“硒水鉴茶”大赛金
奖和安康富硒茶大赛“创意金奖”等。 宋小红还紧密结合文
化元素和符号，开发“平安扣”“安康福”“秦砖汉瓦”等系列
茶产品，激发出每片叶子的最大潜力与价值。

延伸链条，行稳致远

因茶致富，因茶兴业。 宋小红努力延伸产业链条，让夏
秋茶得到充分有效利用，使得优质的茶资源物尽其用，不仅
提升产业效益，而且让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吸附在茶产业上。
她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 带领当地茶农打造
优质茶园，并分配股分，形成了长效的共同富裕经营模式。

位于长安镇高峰村的长安茶城， 宋小红新开的茶饮店
格外惹眼。 在宋小红的带动下，很多关门的茶叶门店又开张
了起来。 炎炎夏日，烈日焦灼，简约的微型纯净水桶设计，一
杯清爽的茯茶饮品下肚，感觉身心都凉下来了。 宋小红自豪
地说，现在市场上所谓的茶饮品鱼龙混杂，茶的含量微乎其
微不说，过度的添加也对健康无益。 自己生产的茯茶饮品是
真正无添加的健康饮品，用茯茶熬制后，灌装冷藏后风味独
特，加上时尚独特的外形设计，受到各个年龄段消费者的青
睐。

学生宿舍位于茶城二楼的劳动教育基地， 此刻正在紧
锣密鼓地进行装修。 劳动教育基地的学生是宋小红现在努
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宋小红说，基地建成后，让学生充分了
解认识茶叶的种植、管护、加工和销售，体验茶文化的博大
精深和无穷魅力，也算自己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回归教育行
业。

装修的现场，宋小红的丈夫正在挥汗如雨地赶工。 说起
自己的丈夫，宋小红言语中是满满的感激。 宋小红的丈夫原
本从事的是美术创作和装潢设计， 但宋小红选择从事茶饮
产业后，他一直默默无闻地做着幕后工作，产区建设、产品
设计、市场开拓，都离不开他的心血和汗水，“宋小红真的很
辛苦，为了实现梦想真的很不容易，只要把事情做成功了，
就不分我和她。 ”

目前，公司建成清洁化标准厂房 4000㎡，建成黑茶生产线
3 条，一片片绿叶从山间来到无尘车间，经过拣叶分类、高温杀
菌、风选、筛选，通过色选机器人等重重关卡进入各个精制车
间，经历了生命中的一次涅槃。 累计在北京、天津、西安等地开
设品牌直营店 3个、加盟店铺 10个、淘宝网店 1 个。 公司先后
被授予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平利县茯茶生产基地、陕西
省茶叶产业技术体系平利茯茶生产示范基地、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泾阳茯茶研发中心茯茶生产示范基地。 2020 年成立了富硒
黑茶研究的“专家工作站”，同年 12 月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
业”。

“我认为人生最重要的就是‘遵从内心，努力去实现自
己想要的人生’，与其说做茶是我的事业，不如说做茶就是
我的人生，八年来，我一直坚持本心，潜心做茶，只想把茶做
得更好，真正实现高品质、有灵魂。 ”宋小红边把茶水倒入杯
中边说道。

五月的山林，满目苍翠。 清晨，天刚一大亮，安康市岚皋县
孟石岭镇的李长松起床简单洗漱过后， 便背起玉米上山给鸡
投食。 伴随着“咯咯咯……”的吆喝声，鸡群从林下闻声飞奔而
来，争先恐后地啄起食来。 望着这些毛发亮、健壮能飞的土鸡，
李长松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外出打工落残疾

今年 45 岁的李长松是孟石岭镇丰景村人，早年他因家境
贫困，16 岁就开始外出打工了。 2014 年，他和妻子一起来到河
北省一家铁矿上务工，一次意外的安全事故，造成他大腿、盆
骨粉碎性骨折。 3 个多月出院后，矿上每个月只给李长松几百
元的生活费，其他问题要等后续手术做了，才能商议解决。

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妻子高小彤只好一边照顾李长松，
一边批发一些中低价位的鞋子， 抽空拿到附近的农贸市场上
售卖，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躺在病床上，李长松为今后一家人的日子发起愁来，眼下
的境况让他感到很迷茫，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样走下去，时常
长吁短叹……

望着愁容满面的丈夫，高小彤一咬牙，悄悄地把几个月攒
下来的一点钱买了一台电脑，用来给李长松排解寂寞。 有了这
台电脑的陪伴，李长松从网络中感知到了外面的世界，内心慢
慢地平静了下来，闲时还从网上学起了养鸡技术。

经过几次手术，李长松身体逐渐好转，能够下地行走便再
次来到矿上找事做，然而许多老板对他却是避之唯恐不及，李
长松一时备受打击。

回乡创业当起“鸡司令”

2016 年 2 月，还没拿到河北法院的判决书，李长松就带着
妻儿离开伤心之地回到了家乡丰景村。 回村没多久，鉴于他家
的实际情况，村上把李长松列为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要强的
他一时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

“难道自己就这样一辈子守着贫困过日子吗？ 房前屋后就
是山林，本地玉米才 9 毛多钱一斤，人工成本也较低，自己学
习的养鸡技术何不用来一试……” 李长松盘算起养鸡的事情
来。

首一件，没有启动资金，就让他犯了难。
没办法， 李长松只好走东家跑西家， 把亲戚朋友求了个

遍，勉强借回了 1400 元钱。 面对杯水车薪，他内心不禁又打起
了退堂鼓……

联户干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及时向镇领导作了反映。 时
任孟石岭镇的党委书记王飞找到李长松， 鼓励他要敢于直面
困难，一面为他争取产业贷款，一面还推荐他到县上举办的养
殖培训班参加学习。

很快，5 万元产业发展无息贷款批了下来， 燃眉之急迎刃
而解。

李长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2016 年 3 月， 在亲戚的帮助下， 李长松租回了一台孵化

器，便开始在本地收购土鸡蛋，分两批成功孵化出 1270 只小
鸡。 接下来，他在山上搭建鸡舍、下桩扎拦截网，开启了自己的
林下养鸡生涯。

林下养鸡看似简单，实则不然。 李长松说，散养鸡发生死
亡的主要阶段是 0 至 30 日龄，该阶段由于受温度、环境、饲养
等因素的影响，鸡发病率、死亡率较高，照看的腿脚更要勤快，
一点都不敢马虎。

鸡也要养大一些，才能放养野外适应环境。
另外， 除了每天几次上山投食外， 一到雨天更是不敢大

意，及时查看鸡回舍情况，最怕受凉感冒出现流感，诱发球虫
病，这时候就及时做好预防工作……

李长松把鸡养在山林下，但通往上山的路却并不好走。 为
了方便上山，李长松请人在门前陡峭的山石上焊接了一个 108

阶的简易钢管“天梯”。 每次上山给鸡投食，他便把玉米分成半
小袋扛在肩上，拖着带着钢板的腿在“天梯”上步步惊心地攀
爬，一天几趟下来，浑身汗水浸透……。

天道酬勤。 这一年，李长松含辛茹苦的付出，终于换回 5
万多元收入。 数着到手的钞票，夫妻俩长长松了一口气，感到
生活有了奔头！

第二年春天， 李长松手捧着荣誉证书和 500 元奖金站在
孟石岭镇“脱贫标兵”的领奖台上，内心倍感鼓舞与自豪。

有了一年的养鸡经验后，李长松也有了底气。 2017 年，他
贷款扩大规模，并按照环保要求，重新选择林下养鸡的地方，
还建起了孵化室、饲料储存室等共计 200 平方米的厂房，在山
上建起了 4 个共计 800 平方米的鸡舍， 通过自孵自养把林下
土鸡数量扩大到 7000 多只，自此走上了规模化养殖之路。

苦尽甘来结硕果

养鸡的规模扩大以后，李长松有了致富的梦想，浑身充满
激情与干劲，每天五点多起床进山给鸡投喂饲料，然后圈舍消
毒，拾鸡蛋，展开了一天的劳作。

养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就在他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
时，2018 年 7 月一场持续半个多月的阴雨天，导致孟石岭交通
主干道多处垮塌中断，购买的玉米运输受阻，山上 1000 多只已
长到 1 公斤多重的土鸡被活活饿死，造成经济损失 6 万多元。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祸不单行的是，这次暴雨洪灾也让
李长松的房屋严重受损， 成了危房无法居住。 看到眼前的情
景，夫妻俩欲哭无泪……

陕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和西北国家计量测试中心办公室
驻村工作队第一时间为他们一家安排了临时住所， 又协调了
分散安置建房指标，在大家的帮助下，解决了李长松的燃眉之
急，重燃起他养鸡致富的希望。

转眼到了年底，坚持不懈的李长松终于苦尽甜来！ 出售土
鸡收入超过 20 万元，致富的愿望终于梦想成真。

这几年，省计量院和西北中心办先后投入 48 万，帮助李
长松建产房、买设备、修道路，使其养鸡产业走向标准化、规模
化。 并自 2019 年开始，两家单位陆续开展消费帮扶活动，累计
投入 138 万，为其增加销路。

在省计量院和西北中心办的帮扶下，在镇党委、镇政府的
鼓励下，李长松林下养鸡是越来越好，在当地打响了名声，所
有的土鸡和鸡蛋不出岚皋就能销售一空， 附近农家乐都争相
电话、微信提前预订。

“我现在新建了标准化鸡棚和孵化室， 租下了 50 亩山林
地，规模保持在 1 万只左右，毛收入 1 年能达到 60 多万元，现
在虽然经常忙得喘不过气来，但与过去的穷日子相比，感觉很
充实很幸福”，李长松说，“乡村振兴，只要选准产业路子就能
实现致富梦想！ ”

如今，奔跑在林下的土鸡，让李长松从一个在外漂泊的打
工者变成了职业农民、 乡村振兴的致富带头人， 全市脱贫的
“自强标兵”， 他成立了孟石岭镇丰景村朋阳家禽家畜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同村和周边的村民养殖土鸡增收致富，对
于一些群众前来取经学习， 李长松总是不遗余力地帮助、指
点。

几年来，李长松共向困难家庭免费发放鸡苗 2000只。在他的
带动下，周边的 38户村民养殖土鸡，户均增收 2000 多元，同时还
解决了 15名村民到自己的鸡场就近就业， 年收入都在万元以上
……

提到今后发展，李长松说，今年市场上玉米、饲料价格上涨，
打算在降低养鸡成本上下功夫。目前，已建好了水泥池，准备用鸡
粪和猪粪掺合树叶等发酵沤制有机肥，他说这些有机肥可以用来
种草、养蚯蚓喂鸡，又可当成种植魔芋的底肥，把林下魔芋产业在
去年 150亩的基础上，再增加 200亩，通过循环利用，增加经济收
入，带着村民一起致富奔小康，为乡村振兴尽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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