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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 走进汉阴县城关镇中堰

村七彩圣女果园， 处处弥漫着浓郁的果
香， 一排排整齐的现代智慧化设施大棚
映入眼帘，棚内枝繁叶绿、硕果累累，前
来采购的顾客络绎不绝。

“这个园区里有小玲珑、巧克力、黄玫
瑰、紫美人、红粉佳人等七个品种。 ”“一手
稳住藤蔓，一手捏住果子，轻轻一扯，就摘
下来了。 ”“这里的果子有酸甜味的，有纯
甜味的， 每个品种的圣女果口味都有区
别”……园区负责人刘少涛正穿梭在一人
多高的圣女果行道间， 引导顾客采摘，介
绍果品区别，讲解采摘技巧，以便顾客采
买心仪的品种，给园区留个好印象。

今年 40 岁的刘少涛是旬阳人，父辈
们都是农民，从小在大山里长大，对农业
有深厚的感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
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经济效益差……
是他对传统农业的印象。 如何让农业与
现代化接轨，走上智慧农业之路，让更多
的人通过农业增收致富， 是刘少涛一直
关注的问题。

2005 年，刘少涛与汉阴县城关镇中
堰村姑娘吴永兰结缘，成为汉阴女婿。在
频繁的接触、认识汉阴后，他被汉阴的人
文地域条件深深吸引，大片平坦的耕地、
优质的水源、 便利的交通和优厚的政策
扶持等等， 激发了埋藏在刘少涛内心深
处的“农业梦”。 2018 年，他果断地放弃
发展势头正旺的土建行业， 投身农业大
军，受聘于汉阴县涧池镇一农业公司，担
任项目负责人。

“做农业也像建万丈高楼一样， 要脚
踏实地的把基础打牢。 ”刘少涛拿出了建
高楼的信念， 从传统农民的角色做起，深
入田间，投身设施果蔬的种植工作，全方
位了解果蔬种植标准技术和生产过程中
常见的病虫害，将自己土木人的理工科思
维与农业种植工作进行融合与碰撞，从农
业“门外汉”，成长为科学种田、机械化运作
的“农状元”。

2022年 6月，汉阴县城关镇中堰村笃
敬生态农业产业园的温室大棚基地二期
对外招商，智慧化农业园区“有机、绿色、
富硒”“农旅融合”“ 可视化”“智能化”的发
展理念与刘少涛的“农业梦”不谋而合。 他
依然拿出多年来积攒的 60 万元， 加上中
堰村集体经济投资的 240 万元，开启了他

的智慧化生态农业新征程。 因为有丰富的
土建经验，园区设计、建设，包括智慧化设
备购置仅用时 6个月，2022年 12月，11个
可视化、智能化大棚正式投入使用。 大棚
分为连栋棚和温室棚两类，以种植七彩圣
女果为主，辅以无土栽培、气雾培、水培、基
质培等，进行错位发展，达到一年四季有圣
女果，季季蔬果各不同。

“园区通过智慧农业物联网云平台，
采用 24 小时全区域智慧化监测系统、水
肥一体化智控系统、湿度监测系统、智能通
风系统、远程问诊系统等智慧化设备，实时
监控棚内情况，进行实时温度、农作物喷灌
控制，实现园区远程可视化，智能化。”在园
区智能化操作间， 刘少涛逐一介绍说，“目
前，11 个大棚的管护仅需要 1 个人， 就能
管理得井井有条。 工人通过各系统监测到
的数据，对气象、水、土壤、病虫害等进行监
测，及时预防了降温冷冻和病虫害，实时查
看生长现状。 该系统全方位的服务为环境
监测、质量追溯等提供了安全保障，有助于
生产标准化，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
本，为消费者提供更放心优质的果蔬。 ”

隔行如隔山，刘少涛明白要想转化成
功，得有破茧成蝶的决心。 七彩圣女果园
是中堰村笃敬农业生态园的三大板块之
一，随着农耕体验、研学教育为主题的核心
产业区及乡村旅游、休闲观光为主题的核
心功能区的完善，蜂糖李、富硒黄桃、阳光
玫瑰葡萄等果园逐步形成，荷虾混养塘、油
葵休闲观光园、休闲垂钓中心等陆续建成，
七彩圣女果园的智慧化种植的发展前景
越来越大。

“现在主要以种植特色果蔬为主，当
下正是七彩圣女果的采摘季，带动 15 人
就近就业，人均月增收 2500 余元。 ”刘少
涛在边提升智慧化种植技术的同时，着
手研究如何多样化运营， 高效可持续发
展，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目前，在
采摘园以北 10 米处， 正在建设啤酒广
场， 打造夜间经济， 预计九月份投入运
营。 下一步，将紧跟时代潮流，丰富智慧
化农业种植业态， 建设新品种试验示范
推广基地， 拓展研学项目， 发展认领农
业，实现园区多元化发展，让顾客来了即
可体验采摘的乐趣， 感受智能化种植的
魅力，体验智慧化农业的乐趣，也能就地
就近就餐，休闲娱乐。 ”

6 月底，已进入晚春蚕休眠期，在汉
阴县铁佛寺镇四合村的合作社蚕室内，
一字排开的蚕架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熟
蚕， 错落有致的方格簇内整齐排列着刚
形成的蚕茧。 望着即将迎来今年第二批
蚕茧大丰收的景象， 养蚕大户黄传刚露
出了喜悦的笑容。

在与黄传刚的一路交谈中， 他一边
讲述着养蚕各环节的经验技巧， 一边分
享着近两年承包养蚕的切身体会。 交谈
间隙， 随行的村党支部副书记汪辉连连
称赞黄传刚的艰苦创业精神， 称他为全
村的养蚕大户和致富能手， 为全村乃至
全镇大兴蚕桑产业树起了一面旗帜。 在
与二人一番深入交流后得知， 黄传刚是
该村的一名“80”后青年，前些年一直在
汉阴县城自主创业， 经营了一家卤菜门
店，盈利收入相对可观，一家老小生活幸
福。但就在去年，因家乡四合村的蚕桑产
业兴起， 具有生意头脑的黄传刚敏锐发
现蕴含其中的致富经， 周全思量后便回
村，开始了他的养蚕之路。

时间回溯到去年初， 铁佛寺镇立足
产业发展实际， 将具有一定基础的蚕桑
产业确定为富民兴镇的首位产业， 其中
四合村被确定为蚕桑产业的龙头示范
村。 面对镇党委、政府赋予的光荣使命，
四合村在反复盘算以往的蚕桑产业经营
收支后，决定试点创新养蚕模式，实行合

作社托管下的养蚕大户承包经营。 如此
以来，既能充分调动蚕农积极性，也将大
幅提升产业收益。 闻讯村上的这一蚕桑
产业创新模式后， 黄传刚第一个到村集
体经济合作社报名申请， 强烈表达了承
包养蚕的意愿。 基于对黄传刚干事创业
能力的充分信任，该村“两委”班子会议
研究， 同意由其承包合作社的全年养蚕
任务， 且在缴纳承包费的基础上自负盈
亏。

拿到养蚕承包权后， 黄传刚紧锣密
鼓地开始了养蚕准备工作。 在他看来，虽
然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但对养蚕的
专业知识还缺乏了解， 必须提早掌握相
关技能， 确保第一年承包就能实现开门
红。 从蚕室清理到蚕具消毒再到桑园管
护，每一个环节黄传刚都求精求细，都是
先学习理论知识，再进行实践操作，为春
蚕饲养做了充足准备。

随着准备工作的就绪， 转眼就来到
黄传刚日夜盼望的早春蚕饲养季。 在去
年的春蚕季伊始，黄传刚就领回了 10 张
蚕种， 并按照小蚕共育的要求精心孵化
蚕卵。 起初，他在妻子陈启英的帮衬下，
夫妇二人还可独立完成所有工序。 但当
蚕宝宝进入第二龄后， 其食桑量与日俱
增，与之同时对室内温度、环境卫生、疫
病防治等要求也更高， 养蚕劳动力需求
随之骤增。 随即，黄传刚招聘了周边邻里

近 20 名工人，主要负责桑叶采摘、幼蚕
饲养和蚕茧上下架， 有效缓解了养蚕用
工紧张的局面。 他妻子告诉笔者：“我们
老黄喜欢凡事自己动手， 养蚕的每道工
序他都是亲自带着工人干， 从来不当甩
手掌柜。 ”妻子的话语中，透露着黄传刚
严谨细致、勤劳朴实的本性。

妻子的肯定，是对黄传刚的莫大鼓
舞， 也更加坚定了他承包养蚕的信心。
看到今年的蚕茧颗颗饱满，黄传刚不由
得回忆起去年养蚕最忙碌的那段时光。
他坦言 ，当蚕龄进入第三龄后 ，直至成
虫期结茧和最终的蚕茧售卖，是每季养
蚕用工量最大 、投入精力最多 、思想警
惕性最高的阶段。 那些天，黄传刚都是
起五更睡半夜 ， 既要当养蚕的 “包工
头 ”，也要当管理的 “技术员 ”，小到一
片桑叶、 一枚蚕茧他都会多留意几分，
生怕因一个环节的疏忽导致结茧质量
和数量的下降。

好在天道酬勤、力耕不欺，黄传刚慎
终如始的辛勤努力，很快就如愿以偿，仅
仅四十余天就将第一批蚕茧卖到了镇内
的蚕丝被加工厂， 而且卖出了高于市场
行情的好价钱。 在他的账目营收明细表
中， 清晰可见去年一年的养蚕支出与收
入，在去年的早、晚两季春蚕和一季秋蚕
中， 他共承包了 85 张蚕种， 累计结茧
8000 多斤，蚕茧销售额达 20 万元，除去
承包费、劳务费和其他各项开支 14 万元
后，实现纯利润 6 万元。 一组组详实的数
据，不仅生动展示了黄传刚的劳动成果，
也从侧面印证了养蚕致富的可行性。 在
谈及承包养蚕与县城开店的利弊权衡
时，黄传刚从时间、精力、风险、成本、利
润等多方面作起了对比，他自信地说道，
“我一年承包 3 季养蚕， 时间投入不到
100 天，相比做生意来钱更快，相比外出
务工更有保障， 余下的空档时间还可以
谋点别的差事。 ”

尝到回村养蚕的甜头后， 黄传刚决
定乘势而上， 进一步扩大承包养蚕的规
模。 今年的春蚕季开始后，黄传刚一马当
先就承包了 30 张。 目前，早春蚕茧已全
部卖出，净盈利 5.5 万元；晚春蚕正在吐
丝结茧，丰收在望。 用村党支部副书记汪
辉的话说“黄传刚承包养蚕上了瘾，而且
人努力、天帮忙，今年注定又是一个养蚕
丰收年”。

有镇村领导的支持， 有父母妻儿的
帮助， 黄传刚对承包养蚕的热情日益高
涨。 据他本人不完全估算，今年的春蚕丰
收已成定局， 待晚春蚕茧全部下架出售
后，预计两季春蚕可实现盈利 9 万余元。
目睹着当下的丰收，展望着美好的未来，
黄传刚已经开始谋划今年的秋蚕承包事
宜， 心里合计着秋蚕再度丰收的步骤与
思路，甚至联想到今后几年的发展规划，
脑海中全然是一幅奔向光明“钱”景的新
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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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唐小明

智
慧
果
园
润
桑
梓

记
者
胡
智
贤

实
习
生
陈
健
飞

黄传刚： 刘
少
涛：

清晨 7 点， 菜市场已经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像
往常一样，陈辉会准时出现在那里。 他要采购齐农
家乐当天所需的食材， 然后驱车数十公里返程，为
迎接大批慕名来吃“辣子鸡”的游客做准备。

陈辉是汉滨区县河镇红霞村人，年仅 38 岁，却
有 20 年从事餐饮行业的工作经历 ， 享誉安康的
“辣子鸡”便是他的拿手绝活。 他更是以“辣子鸡”命
名，在黄洋河边经营农家乐 2 家，生意异常火爆。

说起开办农家乐，与辣子鸡结缘，陈辉坦然，这
得从他初中毕业那年说起。

陈辉是家中的老大。 初中毕业后，他选择辍学
在家，帮助父母干农活来补贴家用。 做饭、打扫卫

生，照看鸡、鸭……自然就成了他的日常。 他家位于
黄洋河边，家门口就是通往河对岸的吊桥，每到夏
天，前来嬉水游玩，体验过吊桥乐趣的城里人便络
绎不绝。 因为附近没有商店，没有餐饮店，有人渴了
饿了，就会就近到他家歇歇，喝口水，见到院子里满
地撒欢的鸡、满园的蔬菜，提议烧个鸡、炒几个农家
菜。 那些城里人吃的满意，走的时候，留下一二百块
钱作为酬谢。 久而久之，家里就成了城里人口中的
“农家乐”，平均每天都会接上一两桌客人，父母也
因此改行成了“大厨”。

“眼见着客人越来越多，我脑子里灵光一闪，把
院子简单拾掇一下，添置了桌椅板凳，在门口挂上

招牌，开办起村里的首家农家乐，主打
辣子鸡品牌。 ”19 岁那年，陈辉接过父
母手中的掌勺儿，带上弟弟陈培，正式
开始经营起第一家农家乐———吊桥辣
子鸡。

陈辉说，刚开始学做饭做菜，是为
了让在地里劳作一天的父母回家能有
一口热乎饭吃，后来，眼见着做农家饭
菜还能有收入，能养家糊口，做菜的热
乎劲儿就更浓了，也养成了研究提升菜
品的习惯。

“安康天然食材较多，移民文化又
带来了多元、多样的美食类型。从做农
家乐开始，我就立足传承地方味道，坚
持每道菜都保留本地菜特有的风味 。
能留住客人的味蕾就能打动他们的
心，顾客变成回头客，回头客又带来新
顾客，随着滚雪球式的发展，辣子鸡也
从一家变成了两家， 弟弟妹妹也在他
的带动下，干起了农家乐，能做出可口
的辣子鸡和农家菜。 ”陈辉告诉记者，
他在食材选用方面还有一套独特的标
准———将食品的营养与安全放在首
位 ，选择秦巴山区天然 、富硒 、新鲜的
食材为原材料， 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
鲜美和营养。

据了解，陈辉家辣子鸡原料的选用
还特别有讲究，必须选用 5 至 6 个月农
家养的活鸡现杀，以保证口感的鲜嫩肥
美；鸡肉要剁成大小均匀的小块，使用
柴火慢炖烧制，这样才能入味，吃起来

才香。 对于配料的选择，陈辉更是严格要求，辣椒、
花椒、酱油都得是安康当地产的，用二荆条增香、子
弹头提辣和大红袍花椒提味。

“剁好后的鸡块，先冷水下锅，中火逼出骨肉中
的血水，待水开后将鸡肉捞出，洗净表面的浮沫控
干水分以免影响口感，将其倒入烧热的油锅中翻炒
均匀，随后加入提前备好的辣椒、花椒、花椒粉、酱
油……继续翻炒十分钟后， 加入没过鸡块的水，再
用中火焖上 35 分钟左右， 让香料的香气随着食材
的煮炖自然地融入鸡肉中，大火收汁之后，倒入新
鲜的韭菜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辣子鸡为何颇受欢
迎，陈辉毫不掩饰，娓娓道来，“韭菜”是“辣子鸡”的

灵魂所在，韭菜的特殊香味和纤维质地与辣子鸡的
麻辣口感相得益彰，另外，韭菜也能够为人体提供
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因此，将韭菜和辣子鸡搭
配烹制，既增加了菜品的美味，又提高了食品的健
康指数。

除了香辣可口的辣子鸡外，陈辉还开发了酸辣
鸡杂、农家豆腐、牛腩面柳、韭黄炒肉、酸辣土豆片、
豆腐乳蒸肉、韭菜炒豆芽、米饭锅巴等正宗地道的
农家特色菜。 米饭锅巴是除辣子鸡外，食客必点的
餐品，农家所制作的米饭锅巴蘸上慢炖土鸡所产生
的汤汁，堪称“绝配”。

“我们是这里的老客户了，去过很多地方，也吃
过各个地方的辣子鸡，但是这里的味道真的是独一
无二的。 隔段时间，我就会来吃一顿，这里有山有
水，服务周到，价格也实惠，很难让人不爱。 ”在红房
子辣子鸡店， 正大快朵颐的顾客张先生见到记者，
放下手中的碗筷，忙不迭夸赞一番。

红房子辣子鸡店，距离吊桥辣子鸡店 1.5 公里，
是陈辉和弟弟开办的第二家农家乐， 共有包间 15
个，餐桌 25 张，可同时容纳 260 余人就餐。 周末节
假日，一天能接待 60 余桌，收入万余元。 据统计，两
个辣子鸡店共带动 15 人就近就业增收。 “我之前独
自在家，房前屋后种点菜，做做家务，没有啥收入。
现在跟前开了农家乐，来当服务员，一个月能收入
3000 元左右，贴补了家用，也提高了生活质量。 ”自
红房子辣子鸡开业，吴艳琼就来这里上班，一干就
是 13 年，心里对陈辉满是感激。

随着周边游、近郊游不断升温，县河镇积极推
动“县河辣子鸡”文化创意、品牌包装、形象提升，申
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县河辣子鸡”的品牌更加
响亮。 2022 年，“县河辣子鸡制作技艺”入选汉滨区
第九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在陈辉的带动
下，辣子鸡成为县河农家乐的品牌菜品。

从 19 岁的青涩 、懵懂到 38 岁的成熟 、稳重 ，
陈辉在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上越走越稳 ；从父亲
的一把勺子到现如今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买车
买房，娶妻生子；从当初几十平米的小农房 ，到现
在几千平米的农家乐 。 伴随着陈辉的成长 ，他的
餐饮之路越走越宽，人生也更加辉煌。 “我生于大
山深处，是秀美的山水养育了我 ，将大山里的 ‘人
间美味 ’推出安康 ，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县河特有
的‘辣子鸡’、农家菜是我毕生的追求。 ”陈辉满怀
信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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