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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 2 点多， 位于高新四路的星星烧烤店依然灯火通
明，宾客满座，生意火爆 ......对于开店四年多的刘杨柱而言，
这样通宵达旦辛苦加班的场景他经历了无数次，但心里始终
特别高兴，因为他深知“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

连遭厄运，与命抗争“天亮了”

1991 年， 刘杨柱出生在汉滨区晏坝镇一个农村家庭，小
时候，尽管家里一贫如洗，过着只能吃萝卜酸菜玉米红薯，外
面下雨屋里漏的生活，但家人对他的教育格外重视，哪怕借
钱也要供他读书。

“父母用尽全力，供养我上学，他们说读书才会有出头之
日。 ”刘杨柱没有因为贫穷而自卑，反而更加奋发努力。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不懈努力的刘杨
柱感动了身边的人。 学校想方设法为他提供帮助，老师同学
纷纷给予关爱。 他心无旁骛，专注学业，最终考上技工学校，
其后在打工之余又报名参加并通过全国成人高考，总算没有
辜负大家对他的期望。

2007 年，从学校毕业后的刘杨柱来到深圳打工，满怀抱
负的他期待能够干出一番事业，过上白领生活。 然而，此时厄
运却接连降临到他的头上，2008 年， 刘杨柱的父母相继因病
去世，回家料理完后事的他陷入了迷茫。

“当时就感觉所有的担子都压到了我身上， 那年我还不
到 18 岁，但是为了撑起这个家我还得工作，当时安康的工资
很低，我只能回深圳。 ”刘杨柱回忆道。

第二次奔赴深圳，刘杨柱的心态有了明显的变化，父母
的离世就意味着没有退路， 只能背负着沉甸甸的担子往前
走，刘杨柱选择了自己创业“摆地摊”，先后从事卖衣服 、玩
具，跑摩托拉客，兼职跑快递，送水工等辛苦活计。 “只要能靠
双手挣钱的活我都做，那几年每日风吹雨淋，一日三餐都是
简简单单的应付。 ”

“只有知识和技术才可以改变命运”。 在外闯荡期间，刘
杨柱慢慢认识到，每天卖苦力挣钱只能勉强解决温饱，学到
一门好技术才能挣更多的钱。 于是，刘杨柱又选择进厂当学
徒学技术，先后进富士康、德昌电机、连能、竟华等工厂，不断
学习摸索，最终靠自己的勤奋与不认命的心态，从 5 千多人
的 PCB 车间普工晋升到品质课长职位。

然而刘杨柱却在此时辞掉工作， 再次回到安康。 他说：
“当时觉得做到课长基本就到瓶颈了， 想继续发展下去很困
难，而且对厂里这种机械性的日常工作也有些厌烦。 ”随着阅
历的丰富、知识的积累和结婚生子，刘杨柱认为总是在外漂
泊就像无根的浮萍一样，2018 年，他果断辞职，结束在深圳还
算舒适的生活，回到生养他的家乡安康。

火上烤蛋，练就绝技烹佳肴

刘杨柱讲：“回到安康后， 当时跟着我堂哥学了一年手
艺，这一年是我最艰难的一年。 因为我爱人要照顾孩子没办
法工作，一家人没了收入。 ”其中的辛酸苦辣，只有刘杨柱自
己清楚。

“好在那会儿我熬了过来。 ”学成后的刘杨柱，在家人和
亲戚朋友的支持下， 在高新区开起了现在这家星星烧烤店，
主营烧烤和麻辣烫，招牌菜是烤鸡蛋。

刘杨柱介绍说：“因为鸡蛋营养价值高，但是年轻人因为
工作忙，很多时候早点都顾不上吃，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到夜
市来烤着吃。 材料很简单，但是加工过程中对火候的把控很

难，完美的烤一串下来需要半个小时。 ”在安康，很少有烤鸡
蛋的，因此，刘杨柱也被大家称为“烤蛋哥”。

“蛋清劲道、蛋黄沙暄，真好吃！ ”“色泽金黄、外脆里嫩，
真好看！ ”“第一次吃铁签烤生鸡蛋，真是香！ ”......消费者对星
星烧烤店的铁签烤蛋赞不绝口。

铁签烤蛋怎么串签？ 蛋清会不会流出来？ 怎么烤才不会
烤破？ 调味又是咋弄的？

“熟能生巧，才开始学串签时，也破了很多蛋，要掌握好
力道，手不要颤抖，一气呵成，现在蛋基本不会破了。 ”刘杨柱
一边为记者演示，一边介绍，“串好后放在烧烤炉上，先凝固
封口，慢火烘烤半小时，敲碎鸡蛋壳，加上提前调制好的卤味
调料，继续加热，让调料渗入蛋内，就制作完成了。 ”这样烤出
来的蛋香味浓郁、营养丰富，既可独立食用，也可与其他菜搭
配。

“就是奔着这个烤蛋来的，享受这独特味道。 ”王先生说
他专门从十多公里外开车带朋友来吃烤蛋，吃完后还要带上
一盒，让家人也品尝一下美味的烤蛋。

“铁签烤蛋 5 元钱一个，每天可以卖出去 200 个左右，一
般客人来几串烤蛋，再点一些蔬菜、烤肉，几个朋友坐在一起
喝喝酒聊聊天，挺享受的。 ”刘杨柱说。

塑造品牌，诚信经营事业旺

“他诚实厚道，人品很好，又讲信誉，服务很周到，特别有
耐心，即使我们在这点很少的菜，坐很长的时间，他也不催我
们走，所以我们很喜欢来这消费。 ”常年在星星烧烤店消费的
王先生夸赞刘杨柱。

“不管刮风下雨，所有的烤串都是我自己亲手完成，哪怕
起很早、睡很晚，我都要自己把关，这就是我相信我能成功的
最大原因。 ”如今，这家星星烧烤店每天下午 4 点开店，一直
忙到凌晨 2 点，在这期间，刘杨柱始终站在烧烤架前忙活着。

刘杨柱的爱人宋女士说：“他也很辛苦， 尤其夏天天气
热，烧烤架周围都是烫的，工作起来汗如雨下。 店里的卫生、
菜品都是我俩负责，不敢说做得完美，但我们会努力好好经
营下去。 ”

周先生是这家店的常客，与刘杨柱相识多年。 “我经常来
这里吃，味道不错，他很讲诚信，善待顾客，看着他从小店一
点点做大，也挺高兴的，晚上和朋友来这里聚会，喝点啤酒、
吃点烧烤聊聊天，日子有滋有味的。 ”

“作为一名 90 后， 虽然谈不上有多丰富的人生经验，但
我觉得创业最重要的是坚持，就像一张白纸，画出什么作品
取决于执笔的那只手，不管如何选择，先拼上三五年，再回头
看看这份选择是否适合自己，一开始就放弃的话做什么都很
难成功。 ”刘杨柱讲。

尽管星星烧烤在安康来说还是个小店，但是刘杨柱打算
接下来还要再开一家旗舰店， 将来在安康各县区开连锁店，
继续做好烤鸡蛋这一招牌菜，同时尝试铁签烤鸭蛋、鹅蛋、鹌
鹑蛋等，扩大铁签烤蛋品种，用真空包装，快递到全国各地，
打造“烤蛋哥”品牌，让更多消费者享受到独特的舌尖美味，
同时带动更多群众就业，让“烤蛋”变成致富的“金蛋”。

“一路走来， 我摸爬滚打， 不断探索改善菜品和服务质
量，秉承‘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服务理念，诚信经营，真诚待
客，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下一步，我将竭力打造自己的品牌，
把自己的烤蛋品牌推出安康、推向全国。 ”谈及未来，刘杨柱
信心满怀。

“买摩托找张锋”“有困难找张锋”“卖山货，还是找张锋”……在
汉滨区东大门早阳镇寨垭村，一位黑黝黝、胖乎乎，中等个儿的中年
汉子，整天活跃在村里的山间地头，走东家串西家，无人不晓无人不
知，他就是大伙儿口中的张锋。

1977 年出生的张锋，是土生土长的汉滨区早阳镇寨垭村人，既
是村上的副支书，又是产业发展带头人，现在又做起电商，爱上了抖
音直播。 “我就想为村上的乡亲们做点事，让大家能靠山吃山，生活
好起来。 ”采访中，问起他的初衷，憨厚的他如是说道。

为村民谋幸福

见到张锋时，他正在村里的张家富家，陪几位老人围着火炉烧
刚掰下的嫩苞谷。 9 月初的山顶微凉，生着火的房子烟熏火燎，却丝
毫不影响老人们的心情，时不时传出他们爽朗的笑声。

面对记者，老人们打开了话匣子。 62 岁的张传社与 73 岁的哥
哥相依为命，是村里的五保户，一直不愿离家去养老院，在家种几亩
薄地，闲时上山采些药材，加上政府每个月的五保金，生活过的也算
滋润。

“有啥事了，我就给张锋打电话。 每个月他都会来好几次，平时
我们买卖东西都要到 8 公里外的丁河集市上去，每次遇到他都会把
我们要买的东西捎回来，走的时候，把我们拾掇的山货带下去卖钱
……”张传社嘴角微微上扬，漏出一排整齐的牙齿。 “他的电话号码
我们都能背下来了。”一直在旁沉默不语的哥哥张传勤突然补充道。

张锋说，他小时候家庭特别贫困，不满 20 岁就出门谋生，先后
在建筑工地、机电厂、摩托修理厂、沙砖厂等行业打过工，赚了几十
万元。回到家乡后，在早阳镇集市开起了摩托车销售部。 2012 年，村
里换届时，在村民的推举下，他回村当起村主任，也关掉了开的正红
火的摩托车店。 “我很小就出门打工，虽然赚了些钱，可就是忘不了
村里的山和水，牵挂年迈的父母和熟悉的乡亲们，老喜欢往村里跑。
那时候很多地方都没有水泥路，骑个摩托车，在 3 米多宽的土路上
蹿上蹿下。”说起当年的选择，张锋回忆说：“换届时，乡亲们都推举，
我就横下心，想回去干一番事业，这怕就叫作‘返哺之恩’吧！”说着，
他脸上露出些许羞涩。

在张家富门前， 是 2018 年新修的水泥路， 从山底一直蜿蜒而
上，在山顶绕了一个圈，又盘山而下，通向另外一个村子。 “我做梦
都没想到，村里能通上水泥路，水泥路还能通到大门口，出门真是太
方便了。 ”张家富边拧开路旁的自来水龙头洗手，边感慨地说，“能
吃上自来水，走上水泥路，这里面都有张锋的功劳啊！ 他能吃苦，起
早贪黑跑项目，从来没有村干部的架子，遇到村民有啥困难，他都会
搭把手、使把力。 ”

让荒地变良田

进入深秋，连阴雨不断。 天刚放晴，张锋就迫不及待赶到地里，
观察土壤墒情，准备犁地种油菜。

张锋准备种油菜的地块属于寨垭村 9 组，多年来，年轻劳动力
外出打工，成片土地撂荒，路旁杂草丛生。 年初，早阳镇党委、政府
号召盘活撂荒地，守住群众的“粮袋子”。 春耕在即，村干部逐户动
员在家的村民开荒种地，可大多数村民们都觉得开荒成本高，只愿
种自家的承包地。眼见着 100 多亩连片土地撂荒，张锋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这么好的地不能撂荒，国家的政策必须得落到实处！ ”

春耕不等人。 他迅速打电话给在外务工的撂荒地农户，又和在

家务农的村民商量，如何盘活“撂荒地”，做到两全其美。 他一拍脑
门，主动牵头，购买旋耕机、割草机，通过合作社将撂荒地统一归整，
种起了玉米、大豆。 农户根据劳动力情况，认领种植面积，合作社按
照农户认领面积给予补助，收成归农户所有。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撂荒地焕发新生机。 今秋，玉米颗粒
饱满，种粮户家家粮满仓。

68 岁的周元文今年领种 15 亩地， 种玉米收入有一万余元，开
荒整理土地务工收入 4000 余元。

“前些年，我觉得种粮食不赚钱，自己的土地又少，就带上爱人
在大同镇租地种烤烟。年龄大了，想着回家种点菜养老，没想到老了
老了，在家门口种地还能赚钱。 ”周元文说，现在房前屋后，瓜果飘
香、蔬菜满园，之前清冷的家又恢复了昔日的热闹场面。

守住“粮袋子”，装满“小粮仓”，今秋的丰收让张锋的信心倍增。
看到“荒地”变“良田”，“荒草”变“粮食”，村民通过种粮增产增收，张
锋又有了新的计划。 “如何盘活土地，最终落脚点还是得以‘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进行，让农户种粮有保障。 ”张锋告诉记者，山
地、沟坝，不同的海拔，不同的土质，适宜的作物不同，不能乱种。 他
计划成立公司建园区，以合作社形式流转土地，进行统一规划，然后
以户为单位分别领种，再以公司形式统一收购，让群众耕种不慌，销
路不愁，端稳种粮的“铁饭碗”。

助乡亲卖山货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早阳镇的寨垭村......”
打开张锋的抖音号“乡村锋哥”，80%的视频都是关于他的家乡早阳
镇，内容覆盖早阳镇的道路、产业、历史等内容，处处流露出他对家
乡的情谊和热爱。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电子商务进农村”成为优化农产品供
给，促进农民增收，激发农村产业发展活力的新引擎。

在外打拼那些年，张锋深知知识和互联网的重要性。 在了解到
早阳镇要打造一个扶贫电商平台，把农产品卖向全国各地时，他便
动了心思，走村串户收购代理农产品，熬夜学习电商知识和直播技
巧。没有多少文化的他，在汉滨区电商办、区供销社和早阳镇政府的
指引帮助下，做起了电商和直播。“我不仅要把村民的农副产品通过
电商平台卖出去，还要把家乡也宣传出去，让小山村走出大山。 ”张
锋告诉自己。

学无止境。 张锋在不断的学习中成长， 在不断的摸索中进步。
“以前我们家相当贫困，在外打拼的那些年，尝尽了外出打工的艰辛
与辛酸，尝尽了背井离乡的艰难。 这也是我投身农业，投身电商，带
领村民共同增收致富的动力。”张锋说，乡村要振兴，既要“口袋鼓”，
也要“思路阔”。走出自收自支、自产自销的固化模式，通过电商将农
村的土特产输送向全国，让更多的人知晓陕西的最南边有个城市叫
安康，安康的中心有个地方叫汉滨，汉滨的东部有个乡镇叫早阳，早
阳的东北角有个山村叫寨垭。 在这些地方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秀
美的山水田园，有美味的瓜果蔬菜，有特色的农副产品。

“我们这里是‘春赏百花夏纳凉，秋观红叶冬赏雪’的好地方，欢
迎大家常来看看。”近期，张锋又在他的抖音号上邀请八方客打卡早
阳，欣赏寨垭。

春雨秋露、寒来暑往，张锋奔波在山里山外。 这位新时代的“新
农人”，正扑下身子，勇挑重担，带领着乡亲们搭乘致富的快车，让昔
日贫瘠的小山村悄然蜕变出崭新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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