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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长城脚下，旬阳市铜钱关镇的杨厚根，给人第一印象

是———厚道、墩朴、和蔼、坚毅、豁达。 他善做好事，数十年如
一日，成为“中国好人”。他善酿好酒，守正创新，匠心独具，用
白茅作曲拐枣作料，蒸馏富硒泉水，推出一款绵延香醇的“秦
巴好酒”。

凡人善举

二十世纪 60 年代初出生的杨厚根， 改革开放初就在老
家放下架子车，摆上地摊，做起了小买卖，靠着和气生财，生
意做得风生水起。

2008 年， 头脑灵光的他趁着西部大开发的东风进军西
安，在大都市二次创业，干起了建材经营行当，靠着山里人的
朴实，赢得了城里人的信任、也赢得了不菲的收益。 客户多
了，朋友圈大了，名气也有了，认识杨厚根的人几乎异口同声
地称赞他是一位有远见、有抱负、有浓浓家乡情怀的“儒商”，
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旬阳人文学会慈善工作部部
长。

2014 年春节，他和好友小聚，畅聊正欢，听闻老家有一
位七八十岁的孤寡老人，举目无亲，可能“年难过”，杨厚根当
即群发消息，吆喝几位志愿者，翌日带上棉被、衣裤、水果和
熟食，驱车翻山越岭，直奔大山深处。

走进老人的“家”，杨厚根将一袋挂面放在灶台上，揭开
锅盖，发现锅里空空荡荡，屋子里还散发出一阵阵霉臭味。五
尺男儿鼻子一酸，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他为老人脱去污秽
破旧的棉袄，换上新衣，递过一块蛋糕，老人惊讶又激动，像
个小孩似地唧哝：“太好吃了，我从来没有尝过。 ”

杨厚根与这位叫龚文典的老人结了缘，逢年过节都要前
去看看。门朽了，他找人拾掇；没油没盐，他给添补；生活没着
落，他联系镇村干部办了低保。 在党委政府的关怀和各界的
帮助下，龚文典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舒适安稳，后来进了养老
院，杨厚根这才把心放下。

助人为乐，成了杨厚根的一种习惯。 早在 2003 年，他收
留一位流落村头的外地盲人，管吃管住 20 多天，养好病还赠
送回家的路费。 2007 年，他在路边碰见不省人事孩子，放弃
与人约好的生意，蹬自行车载着孩子跑了十多公里，送进医
院，及时挽救了一条生命。诸如在洪流中勇救落水儿童，在楼
房即将倒塌时冒险冲进去叫醒 20 多名熟睡的民工等义行善
举，不胜枚举。 2016 年，杨厚根被市政府评为“道德模范”，同
年获得“陕西好人”殊荣。 2017 年，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会授予“中国好人”荣誉称号。

归雁返巢

杨厚根人在西安做事，心却始终牵挂着旬阳。他常想，救
济式的帮扶，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解决不了贫困的根源。
2016 年末，他毅然回乡，瞅准新农村建设和宏大的“西安后
花园”愿景，决定以康养文旅为切入点和注脚点，营销山水，
用产业报效父老乡亲。

说起“鸿雁回归”，他颇有感触，一来是游子的归巢感。在
招商引资推介会上一句“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的感召，勾
起了他魂牵梦萦的乡愁；二来市委、市政府把招商引资定位
为乡村振兴的重点抓手， 引起了素有反哺之心的他的共鸣；
三来铜钱关打响了“生态文明、农林经济、扶贫攻坚、全域旅
游、基础建设、社会治理” 六大战役，激起了他大展拳脚的兴
趣……这里依山傍水，草木丰盛，多竹旖旎，素有“陕南竹乡”
的美誉。

于是，他倾囊而为，在铜钱关镇天宝寨村投资 2000 余万

元，建设“五龙湾生态休闲农业体验园”项目。 规划以“竹文
化”为主题，以“一心一轴两片区”为架构，以综合接待、民俗
展示、风味美食、民宿康养四个板块为支撑，着力打造独树一
帜的集“特色农产品种植加工销售+生态旅游+休闲观光+农
耕文化+传统工艺演示”之大成的现代生态农庄。

历经千百年的冲刷和洗礼，在“五山夹一川”的独特地势
里，神奇峻险，曲径通幽的五龙湾，河滩和沟谷呈弯月状。 杨
厚根起了一个很雅致、很形象的名字“秦巴·月亮谷”。

在竹文化园，万顷密林犹如碧海绿波，风韵婀娜的凤尾
竹，随风摇曳，倒影婆娑；移步竹林长廊，竹道、竹亭、竹笙，来
一回竹海听涛， 无不让人心旷神怡。 在农耕文化展示厅，蓑
衣、斗笠、风车、簸箕、箩筐、锄头、镰刀、草帽等农具，一应俱
全，全貌展示先民拓荒繁衍的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场景。
筹建中的农耕农事体验馆，体验土地翻耕、育秧、插秧、收割、
入仓等农耕生产，体验打糍粑、包饺子、做浆水、酿米酒、点豆
腐等农家乐生活。 在雅居寝居阁，推窗见景，饱览秀丽风光，
体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拟建中的“文仕阁”，势
必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为主线，教育子孙，孝义刚正，忠
贞不二。

美酒飘香

“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
园。 ”杨厚根以“金钱吊葫芦”的寄寓注册了陕西鑫宝葫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并在农庄开设了“圣水酒坊”，潜心研发的“拐
枣王”酒，果香浓郁、绵柔清甜、醇香悠长、回味无穷。

做好酒，就做健康的酒。“有营养、不上头、醒酒快！”饮者
对鑫宝葫牌拐枣美酒赞不绝口。这酒好，一是水，二是料。水，
是“中国硒谷”的天然矿泉水。 料，是秦巴山区的野生拐枣和
糯高粱，添加白茅根为辅料绝无仅有，引进赤水河的秘制配
方，运用传统大曲发酵工艺酿制而成。

做好酒业，让乡亲们享受共同富裕的红利。 拐枣酒带动
拐枣产业蓬勃发展，天宝寨村和邻近的七里村、双河村、赤岩
社区等十乡八里，在头雁的带领下，种植拐枣 2 万亩，实现单
品产值 3600 万元，成为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杨厚根被盛赞
为垂范乡里、反哺桑梓的“乡贤样板”。前年，五龙湾承办旬阳
“消费扶贫”活动，原浆酒被抢购一空，同时带动富硒米、富硒
豆腐、富硒洋芋、富硒竹笋、富硒粉丝等鲜为人知的农特产品
畅销，当日以购代捐、以购代帮促销金额达 13 万元。

不掺假、不勾兑、不贴标的拐枣原浆酒，饱含 18 种对人
身体必需的氨基酸、铁、钙、铜、锰、锌等营养元素，低奢清雅，
素装问世，仿佛让品尝者感受到了大唐李白《将进酒》挥毫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的快意。

做良心食品，做良心企业，做有良心的乡村振兴推介人，
杨厚根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全身心地投入铜钱关
的绿色美食、特色美酒打造，致力于成为陕南饮食文化的一
颗璀璨明珠。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杨厚根虽然年近花甲，满腔热血亦
如少年，他选择走“农文旅”三产融合发展路子，立志要为中
国白酒再添新秀，为健康中国加油。 安康有一位作家这样点
评杨厚根，“他是土墙的墙筋， 有了这个沾满泥土的东西，土
墙才会百年不倒。 ”

五龙湾的牌坊、鹅卵的石小径，还有草舍木屋……古朴
与时尚联袂登场，梦呓和妙曼憧憬未来，乡亲们夸喻四起：杨
厚根做善事也善做事，很了不起。

杨厚根听了摇摇手，坦然地说：“我不是一个能人，也算
不上一个善人，我要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好人。 ”

在安康收藏界，冉本藩也算一个有名的人了。 退休后平凡
的日子里，他的足迹踏遍了不少省市许多个家庭，行走的距离
超过了万里长征路，收购的非遗文玩、红色记忆和民俗物件万
余件。 这些民间珍藏的品种年代久远，乡土气息浓郁，收藏价值
极高，让参观者钦佩和震撼。 他创办的花园民俗文化展馆是乡
村文化、乡村建设及发展历程的集中体现，是乡村生产生活方
式变迁变化、数代人的农耕记忆，更是一个时代财富的缩影。

冉本藩出生于 1952 年，是汉滨区五里镇人，青年和中年时
代的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家乡情怀的人，靠聪明才智、
体恤民心民情，曾先后担任过三个乡镇的镇长、党委书记，后又
担任副区长等职。 退休后，有企业家高薪聘请他，他却谢绝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心里思考着退休后的生活怎样才能过得有
意义，虽然七十高龄，但身子骨硬朗，精力和体力充沛。 过去在
乡镇工作多年，冉本藩经常看到许多置于露天的精美农耕器具
遭到风蚀雨浸，面临损坏，令人痛惜万分。 于是，他突然来了灵
感，准备收藏。

他的家乡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自然禀赋和人文底蕴丰
厚，铜币、刺绣、陶罐、老农耕物件等家藏的人很多，因不懂古
玩，不懂文物，经常被外来人以低廉的价格收走，实属可惜，他
下决心一定要留住根脉。

收藏起初都沿着家乡收购，他发动亲戚朋友在民间进行调
查走访，还深入到上村近邻能人乡贤中，挖掘收藏信息，寻找遗
落民间的老旧物件。 2012 年，村里的一户书香人家给他提供了
一个重要线索，原陕西督军陈树藩的真迹方匾流落在恒口收藏
大户朱良友的家里。 冉本藩听后惊喜万分，他不顾夏日酷暑，立
即赶到朱良友家里，当看到陈树藩题写的金字木匾“建福延釐”
四个大字，他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金字木匾。 他从朱良友的身
上了解到，这个金匾来之不易，十年前朱良友出高价从别人手
里收购回来，后经过权威部门鉴定和陈树藩后人的证实，这块
金色木匾上的字是陈树藩的真迹，还从陈树藩名人志中找到了
这块金色木匾的来历。 朱良友不要钱，要用等价实物交换才行，
冉本藩为了收购这块木字金匾，把家里祖传的一个六公斤的铜
器拿出来交易，这块铜器当时市值十万元以上，他忍痛割爱，终
于保留下这块一代英豪的真迹木匾。 不长时间，外地省内的收
购界人士纷至沓来，上门争相竞价，给出的价格不菲，冉本藩不
为金钱所动，谢绝了许多收藏人士，并把此金匾作为镇馆之宝
来传承。

收购民间民俗物品，是件十分辛苦的事，为了收藏，冉本藩
这些年付出了很多辛劳和汗水。 为把收购回来的物品好好保存
下去，每次和老伴都小心翼翼把收藏品细心整理后进行精心擦
洗，对这些藏品如儿女一样心疼；对一些农耕文化、老物件，他
高价钱请人搬运，亲自跟车行走，对收藏的痴情，感染了很多
人，熟悉不熟悉的都愿意主动给他帮忙，把收藏回来的东西义
务给他搬到屋里摆放整齐，还赞扬他大爱高尚，这更坚定了他
收购的信心；老冉每月退休金不到 5000 元，即便加上老伴的退
休金几乎每个月都透支了。 起初，老伴对他收购民俗物品的事
情十分反感，“七十多岁的人了，在家不会享清福，整天东奔西
跑的，收回这些坛坛罐罐有什么用场！ 退休生活这样过太不值
得了！ ”后来老伴看到人们对收藏的事情很关心支持，看到一拨
又一拨的主管领导为老冉建民俗展馆的事奔走呼吁，周围群众

对老冉也尊重有加，老冉走到哪里都受人爱戴，她心里一下子
释然了，从此全力支持老冉从事民俗收藏。

十五年漫长的收藏岁月里，冉本藩经历了酸甜苦辣，也深
知收藏行业是一个花钱的行业，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是行不通
的。 为了保存更多的民俗和具有存留价值的老物件，十五年来
他罄其所有，把全部家当都投入到收藏中去，面对零零散散、堆
积如山的收藏品，面对收藏时的捉襟见肘，面对他人的嘲讽，他
也曾萌生退意，也流过辛酸的泪水，但他没有灰心丧气，更没有
半途而废。 他凭借着过人的承受力、判断力，认定自己所做的事
是高尚无价的信念使他咬牙坚持了下来， 遇到资金紧张时，他
也赊过账，打过白条，但他的为人在当地口碑是很好的，大家信
任他，纷纷把家里保存的老物件主动让他收藏，工资到账时，他
第一时间便把钱送到欠钱人的家里，他就是靠诚信赢得了众多
民间宝藏户的信赖。

在他的收购生涯中， 遇到了一件至今他都为之骄傲的事。
2016 年 7 月，正值酷暑高温，他在湖北竹溪县古玩市场淘宝时，
一位相熟的古玩人告诉他当地一名农户家里祖传有一件珍藏
三百余年的木鱼，他多方打听、寻访，步行了三十公里的羊肠小
道，来到农户家门口时，已气喘吁吁，全身湿透，饥肠辘辘，这个
木鱼做工成色、品相极佳，年代久远，虽木质花纹脱落，但敲起
来音调铿锵，余音袅袅，他一下子爱不释手，可人家不卖，但老
冉不灰心，中午时分，他从当地买回好烟好酒和这户家里人拉
家常。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聊出了共同话题后，这家人终于同意
以 3000 元的价格出让。2015 年，他还从西安雁塔区市场淘回一
盒，是民国时期镖局押送金银珠宝所用器械。 除此以外，他还收
回省级、国家级的文物、地厅、铜锭、八步龙床、万寿门扇等珍贵
文物。

十五年收藏历程，倾注他退休后的光阴与心血，收藏花去
他一百多万元的资金。 他走到哪里就收藏到哪里，藏品多了，他
想建一个展览馆，让人们能够回忆农耕时代，让后代能够知晓
农业，也能为推动乡村文旅振兴起到引领作用。 他的想法得到
了五里镇政府的重视与支持， 为了支持他办好民俗展览馆，五
里镇将原花园乡的办公楼腾出八间房屋，三千平方米供他无偿
使用，区文化馆全力支持配合，馆长蒋典军亲自给他设计规划，
并包装成民俗文化项目上报，争取资金扶持，社会上的一些爱
心人士和他关系甚好的亲戚朋友也捐款捐物帮他建管。

2012 年，一个市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陈列馆、汉滨区红
色历史记忆实物陈列馆、汉滨区文物保护实物展示馆、市区青
少年民俗文化教育基地诞生了，这些陈列馆分为八大类，其中
生活类、生产类、刺绣剪纸类、十大匠人器具类、桌椅类、铜瓷陶
类、石雕奇石类等一万三千余件；还有特殊的牛山青铜锭及文
物，灶前土壶、红油纸伞；从康熙、嘉庆、道光一直到解放前后的
契约，50 年代的各类票证、皮影、汉文桌椅、罗汉床等，历史文物
价值很高。 陈列馆建成后，实行免费开放，迎来了省区市各界人
士、高校和中小学生、社会团体，还有收藏界人士四万余人前来
参观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被社会各界誉为镶嵌在民俗文化上
薪火传承的一颗璀璨明珠。

如今，冉本藩心里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把所有藏品无偿捐
献给国家，传递乡愁，保住根脉不断代，让这些收藏品有一个很
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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