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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长的身姿，得体的衣着，淡雅的妆容，干练的短
发， 风趣的谈吐……我原以为这是女企业家该有的样
子。然而，见到徐智凤后，彻底颠覆了我对女企业家固有
的认知。

徐智凤，汉滨区关庙镇人，却被汉滨区晏坝镇人称
“徐大姐”。 关庙镇地处安康城区以北的城乡结合部，晏
坝镇处于安康城区南部的山区，从南跑到北，从城区跑
上山，徐智凤与晏坝镇结缘，得从茶说起；我有幸读懂
她，缘于与她的两次偶遇和一次特意拜访......

荒山变茶山

3 月的晏坝镇胡家沟村，放眼望去，满目绿意，一垄
垄茶树争先恐后的冒着新芽，茶农们头戴斗笠，身挂竹
笼，散布在茶园里，指尖在茶枝间穿梭，俨然一幅生动的
采茶图。

位于胡家沟中部的康聚龙茶业加工厂里，数台炒茶
机正在徐徐运转，工人们忙着加工茶叶，鲜嫩的茶叶经
过一道道工序变成干茶，散发出阵阵浓郁的茶香。

见我们到来，一位身着蓝色工作服，头戴卫生帽，脚
蹬棉布鞋，脸部除了慈善的笑容，没有任何装饰的中年
女工向我们走来， 在门口的长条桌旁熟练的为我们泡
茶，经同行的镇宣传干部介绍，她就是工厂负责人，徐智
凤。

在徐智凤的指引下，我走进车间，如何静置、杀青、
摊晾、理条、烘干……每一道工序，她都了如指掌，颇为
详尽的讲解。“鲜叶的品质固然重要，制茶的过程更是至
关重要，不能有丝毫马虎。”她说，每到采茶制茶季，她都
会吃住在园区，对每个工序严格把关，保证产出的每一
片叶子都是质优的好茶。

“我与茶结缘，是因为我好茶，对土地有情怀。”出了
工厂，在去园区和大棚茶种植基地途中，徐智凤打开了
话匣子。

徐智凤说，2016 年 6 月，她陪朋友来晏坝镇考察项
目， 途径胡家沟村， 便被两山夹一川的撂荒地吸引了，
“我是大山里的娃，祖祖辈辈都以土地为生，眼看着那么
好的土地荒芜，长满了碗口大的树，太可惜了。 ”

因为她有种茶的经验， 胡家沟村又处于富硒带，自
然风景，水源湿度都适合种茶 。 回城以后 ，徐智凤就
开始筹划流转土地 ，请工人 ，整理撂荒地 ，一年后 ，
茶园便开始投工建设 。 2016 年 12 月 ，成立安康市
汉滨区康聚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注册 “秦
仙林”茶业品牌。

2020 年，1200 亩茶园迎来建园后的第一次采摘。几
年来， 辐射带动茶产区 3000 亩， 建成茶厂 1 座， 占地
1400 平方米，配套绿茶清洁化加工生产线 1 条，冷库 1
个，库容量 200 吨，成品库、化验室等配备齐全，累积带
动脱贫户 175 户 360 人走上增收致富路。

“头三年是最难的时候，只见成万的资金投入，没有

回报，不得已的时候，还得借钱发工资 。 ”回忆起几年
来的风风雨雨 ，徐智凤没有后悔 ，眼里反而多了一
丝坚定和向往 ， 她说 ， 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 ，有
人去担风险 ，如今 ，看着大山里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她
的带动下，腰包鼓起来，日子富起来，她心里是美滋滋
的。

茶叶变“金叶”

5 月中旬，随市作家协会在晏坝采风期间，我对茶
旅融合发展来了兴致。 蒙蒙细雨中，走近胡家沟村四组
赖家沟“茶宴九号”民宿，4 栋白墙黛瓦木门红对联的房
屋坐落在青山绿水间，房前屋后，手工竹篱笆、不知名的
果树、 红的黄的紫的各色小花将房屋点缀更加灵动，让
人神往。

公路对面的一栋民宿，传来锣鼓和花鼓声，我情不
自禁的上前，想一探究竟。在这里，我又看到了一个熟悉
的身影，徐智凤。

见到我，她赶忙拉我进屋，端凳倒水一番客套后，便
开始抹桌子摆碗筷，我也随之与她聊了起来。

交谈中得知，民宿的负责人也是她。 2020 年，茶园
成园开采后， 村里也多了些慕名前来的商家和自驾游
客，没有吃住的地方，很不方便，她便冒出了开发民宿，
走茶旅融合发展模式，延伸茶产业链，盘活茶产业经济
的想法。

言谈间，我们走到院坝边，她向我一一介绍每栋房
子的进度、用途及周边的综合规划。“现在已经租了 4 栋
房子，身后这栋以接待散客用餐休闲娱乐为主 ，对面
的 3 栋房子 ，以打造民宿为主 ，每栋房子有独立的
厨房 ，卫生间 ，卧室 ，可供一家 6 口同住或两家同
住 。 ”徐智凤指着眼前的一切 ，如同向我介绍她的
子女般自豪 ， “房子周边 ，种植的有水果和蔬菜 ，游
客可以根据需求采摘食用 ，采茶季 ，还可以去茶园
采茶体验生活， 管护季， 也可以走进茶园锄草施肥剪
枝，感受劳动的乐趣，当然，还有相应的报酬拿……”说
着，徐智凤抿嘴笑了起来。

“企业之道，始于责任。”徐智凤说，她的园区先后被
授予安康市巾帼创业就业示范基地， 市级龙头企业，被
评为产业扶贫先进单位。 “秦仙林”茶叶先后通过绿茶、
红茶绿色食品认证，荣获第二届“端午安康”硒水鉴茶
“特等奖”，连续两次荣获安康富硒茶名优茶大赛“绿茶
银奖”“红茶银奖”，“陕茶一号仙毫”荣获亚太茗茶“特别
金奖”。 这些荣誉和成就不是她的初衷， 更不是她的目
标，她要化之为动力，倒逼自己进步，与时代共舞，带动
一方富裕康养。

跟随她的脚步，我依次参观了民宿内正在完善的厨
房、餐厅和卧室。 乡土味儿的柴火灶，古朴的八仙桌，做
工精细的长条凳， 温暖田园风的卧室……行走期间，如
归家般的舒适惬意。门前，一汪清澈的小溪静静的流淌，

两旁的花儿，草儿在细雨中窃窃细语，似乎在轻轻的歌
唱。

茶农变专家

7 月中旬，我想写一篇“文旅人物”，“徐智凤”第一
时间就浮现在脑海。很快，我便与她取得联系，并约在她
的茶叶店见面。

在城区东关的大北街中后段，我找到了“秦仙林茶
业”店，门口左侧摆放的茶业正整装待发，右侧摆放整齐
有序的新鲜西瓜、圣女果、南瓜、青椒也备受青睐。 见到
徐智凤时，她正在打电话。

“刚与我通话的是新疆客商 ， 需要 600 斤袋装绿
茶。”通完电话后，徐智凤边熟练的泡茶边介绍，“我泡的
是翠峰，这个茶汤色清澈，入口浓香，茶味纯正，醇厚鲜
爽，有甘甜之味，也十分耐泡。 ”

徐智凤精通种茶，管护茶，采茶，制茶，售茶。我万万
没想到，眼前这位 58 岁的“大姐”泡茶也是如此专业，面
对我的疑问，徐智凤微笑着说，“想要做好茶，做优品牌，
经营好一个团队，首要任务就是要懂茶。 ”

自从选择茶产业， 徐智凤没有一刻停止过学习，她
带领技术骨干走出去学，邀请茶叶专家走进茶园和车间
培训。 如今，企业内已有制茶专家 2 名，茶技师 3 名，茶
艺师 2 名。生产的茶品质优良，深受消费者青睐，从 2 月
28 日至今，已经出售 6 吨绿茶，3 吨红茶，预计最少还要
加工 5 吨红茶，现在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说话间，店员端来一盘西瓜和一盒圣女果，西瓜又
甜又沙，圣女果微酸多汁，味道让人赞不绝口。

“这些水果是园区自产的，没有用过化肥和农药，纯
绿色天然，吃着放心，每次送来以后，就堆放在门口，附
近市民自会上门来买。”徐智凤指着门口说，为响应国家
稳粮扩豆增油号召，协助亲友返乡创业，她又带头先后
成立了安康晏丰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安康顺民园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胡家沟村、中心社区、金龙村、小沟
村共流转 600 亩土地， 建成蔬菜和粮食种植基地， 200
亩蔬菜水果已经产出见效 ，400 亩大豆和玉米正待秋
收。

在晏坝的六年，是徐智凤默默坚守的六年，她如同
园区里的一茶一果，一菜一菽，独特而朴实，渺小而伟
大。 如果说徐智凤是一首歌，那么她选择扎根晏坝的勇
气就是五线谱，挥洒在茶园、蔬菜大棚、玉米大豆地里的
汗水便是配乐，如今的成绩更是悦耳动听的歌唱，她就
是大山里的 ‘铿锵玫瑰 ’，自信 ，执着 ，激情 ，蓬勃 ，向
上......

“扎根深山的六年，是亲人对我的永不言弃，是客户
对我的不离不弃，下一步，我要把茶产品做精，民宿做
优，蔬菜粮食保供基地做实，结合茶旅、农旅、文旅融合
发展，让产业提质增效，带领百姓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徐智凤的眼中充满光亮，也满是向往。

徐智凤：

让安康富硒茶香飘世界
记者 胡智贤

陈显攀：

乡 贤 回 乡 产 业 兴
实习记者 张君

在陈显攀的记忆里，儿时的家乡是绿遍山原白满
川，是层层桃李，云间烟火。

再一次回到故乡，陈显攀眼前的却只有一片兔葵
燕麦动摇于春风的撂荒地。

28 年前，为了摆脱贫困，年轻的陈显攀选择走出
石梯镇冯山村，踏上他的“闯荡路”。 江南的工厂、江北
的矿山遍布陈显攀奋斗的足迹，凭着踏实勤奋，数十
年时间陈显攀也终于积累了一些家业， 有了这笔钱，
不甘于此的陈显攀逐渐有了创业的想法。 创业初期，
陈显攀选择带领一帮人做工程，事业渐入佳境，收入
也节节攀高的陈显攀又开始琢磨拓展生意版图；面对
大城市里琳琅满目的赚钱项目，陈显攀却莫名想起了
故乡。

或许是叶落归根的向往， 或许是乡愁难遣的情
怀，带着这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陈显攀回到了故
乡冯山村。 回忆当初，陈显攀感慨道：“土地当时那个
草长得有半人多高，道路也不通……”眼看着沿海城
市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小，家乡却
还处于道路不通、信息闭塞、发展滞后的状态，村里的
青壮年都外出务工，土地撂荒，农村从生机勃勃变得
死气沉沉……伫立在家乡的土地上， 陈显攀暗下决
心，要回来建设家乡，为了这个目标，陈显攀后期用了
一年时间修路和平整土地。

回乡创业的念头在陈显攀的心中持续酝酿，怕家
人不同意，他多方考察，收集了许多成功案例，不断向
家人解说乡村农业蕴藏着巨大的机会，发展前景广阔
的同时，心里也不免忧虑创业失败。 “虽然当时担心没
有人支持我回来，但我也要回来，也没有人能阻止！ ”
陈显攀说。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
诉妻子后，妻子和家人一致赞同他回乡创业。

“现在回到农村创业也好，你要是赶上机会，也能
有所作为！ ”陈显攀的妻子说。

受到鼓舞的陈显攀振奋精神，说要走，便要行，哪
怕山高路不平；山高也有人行路，水深还有撑船人。

在外多年， 陈显攀一直怀揣着对农业的情怀，也
从未忘记家乡的亲人。 2017 年，陈显攀揣着自己全部
的积蓄 100 余万返乡创业。 流转土地 1000 亩，为了争
取乡亲们的同意，陈显攀和组长挨家挨户解说土地流

转、集体土地入股、退耕还林等政策，并承诺雇佣年长
农民带动其共同增收，获得全村村民的一致肯定。7 组
72 岁的老人赵家状连连夸赞道：“原先是吃不饱、没钱
花。 如今，不仅吃得好、住得好，而且每年不出门就可
以在自家门口赚到近万元的零花钱， 美得很、 美得
很......”为了挑选好的项目，陈显攀在镇村干部的帮助
下，四处考察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经过无数次的走访
调研，考虑到拐枣种植历史悠久，种植技术成熟，市场
销路看好，潜在研发价值巨大，且近年来一直是外地
客商抢购的农产品，远销南韩、日本等国，因此最初定
位引进拐枣 1 万余支。

开垦土地、工程器械、引进品种、人员聘雇，算上
陈显攀的全部本钱还远远不够， 面对资金不足的难
题，陈显攀迎难而上，秉承着他所说的“放下面子、迈
开步子”，寻遍亲戚朋友，跑遍大小银行，终于筹够资
金；缺技术，他就自费四处求学 ，请身边的技术能手
教......就这样，他先后投入 200 余万元后，终于有了属
于自己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汉滨区利杰农民专业
合作社。

“有了合作社后，既标准化了生产程度，优化了农
产品供应链机制，提高了谈判力，还降低了成本提高
了社员收入，我就可以放心拓宽产业，没有后顾之忧
了！ ”说起合作社的成立，陈显攀显得非常高兴。

种植拐枣期间，有一次，陈显攀去江苏调研，无意
中接触到当地的水蜜桃，不仅皮薄个大，还汁多肉软，
鲜甜可口，素来有“水做的骨肉”之美誉，是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 因为运输的原因，价格也相较更高，安康人
想要吃到这种桃子，就要支付更高昂的价格。 在请教
过当地的农业技术工作者后，考虑到安康的日照等气
候特点， 陈显攀认为家乡种植这种水蜜桃大有可为，
他胆大心细，不断学习农业技术，从江苏采购水蜜桃
品种 3500 余株。 桃子挂果后，便获大丰收，不仅卖相
一流，味道也有口皆碑，陈显攀一跃成为安康种桃大
户！ “今年 150 余亩蜜桃园的总产量在 1 万多斤。 这里
海拔比较高，果子生长周期长，采摘工作会一直持续
到十月份。 ”陈显攀说。

桃子的成功种植极大地增强了陈显攀创业的信
心，经多方收集资料，陈显攀还陆续种植青脆李、魔芋

等作物。 今年，陈显攀响应农业农村部号召，开展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在稳粮扩豆增油方面下足功夫，
260 余亩的大豆玉米，为全镇粮食安全起到积极作用。
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思源不忘本。 陈显攀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吸纳本村劳动力 20 余人，带动 28 户村民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户均年增收 5000 余元。

“近几年发展得很快，村组路、水电等都通了，生
活上方便了，我们产业发展也更多元化了。 ”助力村里
飞速发展，陈显攀感到既欣慰又有成就感，成就感又
促使他产生源源不断的动力。 陈显攀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对故乡失落者而言 ，与其空叹乡愁 ，不如关注乡
建，乃至参与到力所能及的乡建中来。

对于近些年的发展变化， 村民吴传录颇有感触，
“工资比以前外出务工高， 在家门口工作， 方便又舒
服，还实现了增收，以前做梦都想的事，现在实现了。 ”

村民陈玖饿说：“园区发展好了， 村里的基础设
施、环境、人居条件也越来越好，在家门口能赚到钱，
日子越过越兴旺！ ”

着力农产品发展的同时，陈显攀引进了陕北绒山
羊养殖项目。 陈显攀介绍说：“这类羊的养殖潜力巨
大，虽然成羊相对比较贵，但成羊个头大，平均每只要
比普通山羊重百来斤 ， 而且绒比一般羊要多卖 300
块，皮比要多卖 300 块，肉也要多卖 300 块！ 我还专门
从陕北请了专业养殖师来教授养殖知识， 我有信心，
绒山羊一定销路火爆！ ”目前，陈显攀的养殖场已饲养
绒山羊 30 余只，未来还预备将牛列入养殖序列。

作为返乡创业的领头雁，陈显攀的创业事迹引来
各方媒体争相采访报道；但陈显攀没有自满，他认为
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在发展农业产业的同时，还致
力于发展乡村旅游产业，融合本地文化特色，以传说
为背景，产业为依托，计划建造“三区一基地”的主题
庄园，围绕富硒粮食种植基地，划分出蜜桃采摘区，绒
山羊放养区和民宿体验区；让游客足不出园，就能体
验到原汁原味的民风、民俗、民趣、民味……

陈显攀说，能够在乡村振兴中一展所长，创业富
民，和乡亲们一起把农村建设得更好更美，是我的责
任也是我的荣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