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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

返乡创业致富强
通讯员 杨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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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岚皋县孟石岭镇柏杨林村，远远便可以看见“岭
上山庄”的招牌在半山腰上闪耀着，这是孟石岭镇的一家
特色民宿。 走近一看，民宿主体建筑结合了该镇武学馆徽
派建筑风格，修建地古色古香、宏伟气派，院内的廊亭和景
观池又为这座建筑增添了几分柔美，墙上花开富贵和及第
登科的浮雕画表达了主人对客人们的美好祝福，阳台上挂
满了腊肉、腊鸡、腊鱼，看得人垂涎欲滴。 山庄附近，杏花、
桃花、油菜花竞相开放，整个山庄被笼罩在一片芬芳花海
中。

民宿的主人名叫张超，是孟石岭镇柏杨林村人，也是
当地有名的产业大户。 近年来，岚皋县大力支持旅游业发
展，因孟石岭镇拥有百年武学馆、双丰禁赌碑、千年银杏树
等特色旅游资源，地理位置下接南宫山，上邻天书峡，具有
发展旅游业的良好优势。 2019 年，张超凭借敏锐的商业嗅
觉，决定借助家乡的旅游条件发展民宿，自身致富的同时
也为孟石岭镇的旅游业添一把火。

但要把民宿修建起来也着实不易，首先就要解决联户
路的问题，民宿选址距离 G541 国道大约 300 米左右，中间
只有一条狭窄的泥巴路，无论是拉建筑材料还是游客来访
都极为不便。 为了长远的发展，也为了方便周边群众出行，
张超主动出资出力，拉石拉沙、拌沙砌坎全都亲力亲为，炎
炎夏日下，他的后背被烈日晒褪了皮，汗水和泥沙一浸火
辣辣的疼，饶是如此辛苦，他也不曾休息一天。 有人不解地
问：“这些年你也存了些钱，干吗还把自己搞得这么累？ ”苦

孩子出身的张超没有过多解释， 只是照旧坚持勤俭节约、
艰苦奋斗的美德，一砖一瓦都亲自上手，经过 2 个月的辛
勤劳作， 一条 300 米长的联户路修到了民宿选址地的门
口。

路修好后，民宿的修建就提上了日程，幼教专业出身
的张超不仅书教得好，建房也很有一手，从下地基到设计
装修，张超全都亲自上阵。 他结合孟石岭镇特有的人文风
情，参考武学馆建筑特色，自己设计赶工，经过一年多的辛
苦劳作，终于在 2021 年顺利建成岭上山庄。

房子建成后，他高薪聘请了一位湘菜大厨，一边打下
手，一边偷师学艺，没多久便习得了一身厨艺，可以自己掌
勺独当一面了。 他将湘菜与孟石岭镇本土菜相结合，打造
出了属于岭上山庄的独特菜色。 2022 年 4 月，张超还带领
孟石岭镇的众位厨师一起参加岚皋味道·首届美食烹饪技
能大赛，并荣获团队二等奖，进一步打响了名气，将岭上美
食发扬光大。

有吃有住还不够，为了进一步吸引游客，同时响应岚
皋县“旅游强县、硒业兴县”战略，张超还发展了 300 余亩
富硒茶园，从岭上山庄的院子望去，便能看见满山的茶树。

桃红李白菜花黄，正是种茶好时节。 茶园里，张超带领
着农户们进行茶园管理，清除杂草、修剪茶枝、茶苗补植，
管护工作有条不紊。

“目前正是茶园管护的关键期， 这两天下了几场透墒
雨，要抢抓这个黄金节点赶紧整理移栽，希望明年能有个
好收成。 发展茶园既能为岭上山庄增添特色，吸引更多的
游客，又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招工用工带动周边群众共同
致富，一举两得。 ”张超一边剪枝一边和笔者说道。

据悉，目前这片茶园能够带动周边 200 余户 400 余人
增收。 待到茶树长成，便可打造集茶叶采摘、制茶体验、特
色餐饮等为一体的休闲民宿， 吸引广大游客前来观光，带
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除了民宿和茶园， 张超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身份，
那就是孟石岭中心幼儿园园长。 从小在村子里长大的他从
未上过幼儿园，2001 年考入安康师范， 学完幼教专业的课
程后，张超才明白一家幼儿园的重要性。 毕业后的他先是
在上海、广东等地的幼儿园打工学习先进经验，积累原始
资金， 在 2009 年返乡建立了镇上的第一所幼儿园， 并在
2011 年 6 月 1 日完成幼儿园的改造升级，为全镇幼儿送上
了一份特别的儿童节礼物。

建园期间，张超这个一米七几的小伙子一度瘦到 90 斤，
明明才二十多岁，却满头白发，因过度劳累数次晕倒，甚至还
差点失去了一只手。 在帮助工人修理搅拌机时，张超不慎触
动电源开关，右手被皮带挂进齿轮，无名指的指头瞬间成了
肉泥，露出森森白骨，血流如注，大家连忙把张超送到安康市
铁路医院，医生为他做了手指植入肚皮寄养术，总算是保住
了手指。 医生要求其住院半个月，但为了赶在 6月 1日开园，
张超在手术后的第二天就办理了出院手续。

幼儿园建成后，张超也不曾停下自己的脚步，为了提
升幼儿园的专业水平， 他在 2013 年报考了陕西师范大学
的学前教育专业网络教育学习，并在 2015 年顺利毕业，进
一步提高了自身的专业化水平。同时，张超还高薪聘请了 6
名幼师，充实了师资力量，让这所幼儿园更上层楼。

“能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我很高兴， 无论是幼
儿园还是民宿，我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做好。 ”谈及多年
干事创业的初心，张超语气坚定。

“油渣饼还得是土灶大铁锅做出来的
最香， 酥香可口有嚼劲……”“正宗农家熏
肉腊肠，肉质新鲜，想吃的就下单哦……”
“这是正宗的富硒土鸡蛋，农户家养的土鸡
产的蛋，纯天然无污染绿色产品……”在石
泉县喜河镇盘龙村“网红”女支书陈文霞的
直播间里，土鸡蛋、油渣饼、熏肉腊肠、野山
菌等特色农产品频频上架， 她一边试吃品
尝， 一边向前来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宣传推
介，直播间热度不减、互动不断，网友们纷
纷下单抢购，销售异常火爆。

“辣妹子”返乡创业报桑梓

“圆脸大眼睛，待人热情，说话语速极
快，做事风风火火，活脱脱一个‘辣妹子’。 ”
这是见过陈文霞的人对她的第一印象。

1992 年出生的陈文霞今年也不过三
十出头，正是拼搏有为的年纪，然而这已经
是她返乡当村干部的第七个年头了， 从当
初青涩的村文书到如今越发成熟干练、独
当一面的村主任、村支书，风雨艰辛一路走
来，里里外外一肩挑的她如今颇有“安得成
军如娘子，直气端能捷秦楚”的气魄。

2010 年，计算机专业的陈文霞大专毕
业，迅速投入了浩浩荡荡的求职大军，在外
漂泊的几年间，她做过计算机辅导员、驻厂
客服、仓库总管，每当辛苦打拼一天拖着疲
惫的身躯回到小出租屋时， 她总会在夜半
梦醒时分想起环山抱水的家乡， 那个盘亘
在连绵山野间的小村庄。 外面的世界在飞
速发展的浪潮下日新月异， 家乡是否还是
记忆中的模样？ 2017 年，陈文霞下定决心，
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辗转回到了盘龙村。

“我们全村 289 户 914 人，现在住在村
里的大多是留守老人， 只能从事一些传统
种植、养殖业，生产和制作一些特色农副产
品， 大山里的特色农副产品销路狭窄走不
出去，这让我很忧心。 ”理科出身思维敏捷
的陈文霞深知拓宽农产品销路的重要性，
酒香也怕巷子深，怎么能让优质农产品“走
出去”，让群众“富起来”，成了她急需研究
的“课题”。

“女书记”助农增收成网红

2018 年，村里的农产品销售方式依旧
延续老一套， 主要依靠农户个人向粮行售
卖，销路狭窄不说，“各自为营”的模式也使
得信息无法畅通， 时任村主任的陈文霞决
心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 以集约化销售
模式助农增收。

首先，她建议由村委会牵头，与当地的
珍佰粮公司签订销售合同， 统一将村民的
农产品规模化销售给公司， 让农户的农产
品售卖更加方便快捷， 免除他们的后顾之
忧。紧接着，她又将目光投向了如火如荼的
网络直播带货，借助网上销售、直播卖货的
方式助推农产品销量一路高涨。

“第一次上直播间的时候我还有点不
敢看镜头， 现在已经能对着摄像头侃侃而
谈了，如今我的账号已经有 7000 多位粉丝
了，我们农产品的订单成交量也越来越多。
我还学会了短视频剪辑， 可以把农产品制
作过程拍成视频给大家分享。 ”谈起直播卖
货的经历，陈文霞就收不住话匣子。她帮村
里的留守妇女卖过富硒土鸡蛋， 帮留守老

人卖过手工红薯粉条， 还帮养殖大户们卖
过熏肉腊肠……这些纯天然绿色农产品，
搭载互联网电商快车走向千家万户的餐
桌，也让大山里农户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为让农产品拥有更广阔的销售平台，
陈文霞又于 2019 年带头发展起了线下实
体店，每逢销售旺季或旅游季，陈文霞的农
产品销路大好、供不应求。 为了带动其他村
的农户搭上信息化时代的快车， 她在镇上
开了一家 “喜河镇扶贫产品代销点” 实体
店，全镇 18 个村的农产品都可以送到这里
来销售，真正为全镇农户打开了一条“致富
路”。

“新农人”编织产业振兴梦

“我还养了 150 多头黑猪，走生态放养
的路子， 平时就让他们自由地在山林间觅
食，这些跑山黑毛猪毛色乌亮、油光水滑、
肉质细嫩、肥而不腻，市场销售前景很好。 ”
陈文霞还会不时拍摄一些黑猪在山林间或
奔跑或觅食的小视频，上传到直播平台上，
给网友们分享黑猪的生长过程， 引起他们
的购买兴趣。

村里发展产业， 她总是一马当先自己
先进行试验，2018 年底种的 50 亩花椒收益
效果不好， 她立马通过外出取经和摸索学
习转换了产业发展方向， 如今发展林下养
鸡、生态黑猪养殖，还通过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改造了 200 亩的生态茶园，2022 年底项
目建成，预计年产优质茶叶 4 吨，年销售额
达 20 万元以上，项目带动直接受益村民 78
户 184 人，人均年增收 1000 元以上。

“文能挥洒笔墨创文案，武能扛担承重
搞发展，电商销售数她最在行！ ”这是村民
们对她的评价。 谈起下一步的发展，陈文霞
的眼里闪烁着熠熠光亮。 “我爱我生长的这
片土地，我也会继续扎根在这里，不断壮大
生态畜禽养殖产业， 巩固提升生态茶园项
目， 多举措搭建电商平台拓宽农产品销售
渠道， 未来， 我们还打算建造一批特色民
居， 通过 ‘农旅融合’ 绘出乡村振兴新图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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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家里喂蚕，经常和爸妈去摘桑叶，我也
有口福，吃到紫红色的甜桑葚，脸上手上嘴里都是桑
葚汁液的颜色。”说话的是陕西福臻茶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操世洲，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平利县西河镇人，
操世洲 2003 年从职中毕业后到广东打拼，一路摸爬
滚打，在餐馆洗过盘刷过碗，在工厂做过学徒工，做
过 8 年的家具销售，后来逐步成为业务主管。凭着山
里娃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闯劲儿，一点一点攒下了
百万家财。

“归雁”变“头雁” 闯出致富路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点燃了无数个像操世洲
一样的追梦人。 2014 年底，操世洲受邀参加镇上举
办的返乡创业人士座谈会， 感受到了家乡政府的热
情关怀，“我的根在平利，家乡有‘保姆式’返乡创业
政策扶持，还有亲人朋友相伴，这些‘千金不换’。”望
着远处成片的桑树林， 操世洲想起在广东看到有不
少人喜欢喝桑叶茶。 经过一番市场调研、拜访专家，
他了解到普普通通的桑叶还是 “药食同源” 的保健
品，且当时平利还没有桑叶茶品牌，桑叶产量又出现
过剩的情况，获取到这些信息后，他心里有了底气，
想让农民的桑叶变得更有价值。

说干就干，操世洲积极跑审批、选厂址、建厂房、
买设备， 很快， 陕西福臻茶业有限责任公司便成立
了。 西河现有的桑叶产量很有限， 乡亲们起初也并
不理解，“桑叶喂蚕，哪有制茶的，我们种了，万一他
不收，卖又卖不出去，那不是烂在手里了。”为了让乡
亲们放心，操世洲转变了思路，一边签订认购协议打
消他们的顾虑， 一边驱车三四个小时到三阳等镇与
现有桑园的农户签订合作意向。 “就是亏钱，农户的
桑叶我一分不少给清钱款。 ”叶片品相不好，操世洲
就邀请农技专家到农户家指导桑园管护， 帮助种植
户增产提质。

创新谋发展 产业见奇效

2018 年开始， 操世洲的桑叶茶产销量逐年攀
升，年产 20 到 30 吨的产成品，远销全国各地。 初期
通过为外省平台提供原材料逐步积累资金、 学习技
术、拓宽渠道。“我们的桑叶口碑慢慢好起来了，但品
牌不是自己的， 这是不行的， 要把核心原材料做出
来，把产业链串起来，把品牌价值树立起来，这才是

我们的最强竞争力。 ”着手设计 logo 和包装，创立
“神桑糖康”品牌。不含硫，茶颗粒保持着原汁原味的
色泽，泡开后叶片脉络清晰、伸展均匀、鲜嫩油亮、深
绿肥厚，汤色明亮清透、爽口回甘。凭借这些优势，操
世洲的桑叶茶品质在市场上有了知名度。

“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 解决了土地流
转、产量、用工等问题，乡亲们投资少、稳回报、享受
免费技术培训，还能参与合作社种植、加工、管护等，
再获得一份报酬，省心省力。 从原材料到产成品，从
收储、加工到外销，产业链条逐步完善起来。

疫情期间， 操世洲发现时常居家的人们更关注
养生， 便立即着手通过淘宝和朋友圈等途径加大曝
光度，网上订单量大幅提升，一度近七成的销量都在
网络平台，成功化解销售危机，“绿叶子”变成实实在
在的“红票子”，塞满了周边群众的腰包。 2021 年福
臻茶业被市农业农村局评为“2020 年度蚕桑产业优
秀经营主体”。

根植沃土情 乡贤有担当

操世洲并不是一个“本分”的农民企业家，周边
的群众都说他“爱折腾，也折腾出名堂了。 ”

“我的目标就是更好地带动周边的父老乡亲共
同致富。 ”言必信，行必果。 他让资金流动起来，建设
标准化厂房， 新建毛绒玩具社区工厂、 竹制品加工
厂、标准化菊花园 200 亩，创新“桑叶菊花茶”“桑叶
绿茶”配方，创立“秦麓瑰宝”绞股蓝品牌，帮助群众
代销木耳、香菇、蜂蜜、核桃、有机蔬菜等本地农产
品，把自己的渠道资源转化为父老乡亲的“共富”快
车，把自己的公司做成群众家门口的产业，方便搬迁
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在其位， 谋其事。 作为平利县政协委员的操世
洲，了解到县内工业企业用电难的问题，他便积极进
企业座谈，外出调研学习经验，2018 年 2 月，他提出
的《关于我县工业用电相关问题的提案》被评为“优
秀提案”。 2016 年，操世洲被安康市青年创业协会评
为“优秀创业青年”，2020 年获得平利县“先进政协
委员”荣誉称号。 2021 年，西河镇商会成立，操世
洲竞聘为商会秘书长， 他说：“商会是我们展示才华
的平台，也是企业凝聚合力的机遇，营商环境不能只
靠政府，也得靠我们广大的经营主体共同维护，把我
们的商誉打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做大做强，本土特色
产业才会更有活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