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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岚皋人， 但我是岚皋的
‘女婿’， 我愿意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投身到和美岚皋的
建设中来。 ”采访中，姜飞成用一口夹杂着南方口音的
普通话，饱含深情、铿锵有力地诉说着多年来投身岚皋
经济发展的初衷。

从小在经济发达的江苏南通市长大的姜飞成 ，
1994 年底， 年仅 24 岁的他带着自己的全部积蓄 500
元现金，不顾家人的反对，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大巴
山的列车，翻山越岭来到大巴山深处，在岚皋县城开启
了自己的创业梦。

看到岚皋的第一眼， 姜飞成便觉得这里的生态是
真的好，岚河穿城而过，自然资源丰富，民风淳朴，他深
深地爱上了这一方水土。想扎根这里，就得寻得谋生良
方， 他的老家江苏南通是闻名全国的商贸家纺销售基
地，从小受从事床上用品生意的父母影响，头脑灵活的
他，敏锐地嗅到商机，将席梦思、床单被罩等床上用品
运进深山销售。 说干就干，苦于没有资金，他便从摆地
摊做起。 1996 年，姜飞成经过详细考察，选定岚皋小河
口，摆起专卖床上用品的地摊。

“‘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是我那时候的生活
常态，虽然辛苦，却丝毫不影响我的热情。 每一件物
品我都详细介绍，每个顾客我都用心接待服务，久而
久之，我的小本生意也就红火起来了，很快积攒下人
生的‘第一桶金’。 ”姜飞成回忆说，为了顺应岚皋旅
游业的迅猛发展，拓宽自己的产业链，他迅速转行服
务业，投入所有的积蓄，租门面、装修、招营业员……
做起了酒店、餐饮、茶艺。由于善于经营，他的门店一
度成为岚皋客商洽谈业务 、 旅游度假的优先选择 。
2015 年 ，为了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 ，岚皋县委县政
府号召企业参与，打造岚皋美食一条街，姜飞成积极

响应号召 ， 带头创办起以当地菜
系和淮扬菜系为主 “秦淮人家 ”餐
饮店。 就这样，姜飞成在服务行业
一干就将近 20 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许是因为
姜飞成久居岚皋的缘由，他爱上了
岚皋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 2021
年，年过半百的他，决定转行，深入
农村，流转土地 ，建园区 ，修民宿 ，
从事农旅融合发展。 “我喜欢这里
的环境， 眼见着大片土地撂荒，怪
可惜的。 ”姜飞成说，山里空气质量
好，随处都是鸟语花香，彩蝶翩舞，
合理利 用 土 地 ， 定 能 让 荒 地 生
“金”，让群众变富。

很快，姜飞成选定民主镇银盘
村，流转 200 余亩土地，买来桑苗，
请来工人 ， 建成占地 200 亩的桑
园 ，并流转改造 4 户老房子 ，建成
民宿，带动周边群众 50 余人就业，
年人均增收 1.6 万元以上。

“桑树全身都是宝， 桑果能入
药、酿酒；桑叶能养蚕 、制茶 ；桑白
皮可入中药止咳平喘；桑条可打碎

做成菌包，这么好的东西谁能不爱呢！ 下一步，我准备
扩大生产规模，规划千亩果桑园，为农户提供种苗我来
回收，延长桑园产业链，与酒厂合作，提供桑葚酒原材
料。 ”说起建桑园的初衷及下一步发展，姜飞成胸有成
竹。

位于银盘村二组的“银盘壹號”是姜飞成的民宿之
一，近日，刚刚开业迎客，生意火爆。 “银盘壹號”总投资
350 余万元，占地面积 300 余平方米，是一个具有农家
风情，集住宿餐饮园区观光为一体的特色综合体民宿，
单次用餐接待可达 100 余人， 一晚可满足 5 户家庭入
住。 “在相关单位的帮扶下，好政策的加持下，‘银盘壹
號’已打造为五星级庭院。 下一步，我将依托全胜寨旅
游景区，发展壮大民宿产业，盘活桑园，拓宽农旅融合
之路。 ”姜飞成说。

靠着艰苦打拼， 姜飞成实现了由一个沿街叫卖的
“地摊摊主”到优秀企业家的华丽蝶变。 “这得益于各级
政府倾力打造的营商环境和千家万户的信赖与支持。
知恩图报是做人的良知。 ”姜飞成说，“我要把爱心回馈
给社会，把真情奉献给百姓。 ”致富后的姜飞成热衷于
公益事业，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新时代爱心企业家
“听党话、跟党走、惠乡邻”的政治责任和社会担当。 据
统计，姜飞成累计捐资赠物价值近百万元，曾被安康市
文明委授予“安康好人”称号。

30 年风雨兼程，30 年筚路蓝缕。 姜飞成将自己的
青春奉献给了异地他乡， 在秦巴山区书写下他的诗和
远方。面对未来，姜飞成踌躇满志。他表示，将乘借乡村
振兴的东风，做强企业，做大园区，做优民宿，始终如一
的以各种方式参与岚皋建设，帮助岚皋发展，为岚皋的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作为小关社区年轻的干部，35 岁的邱波干劲十
足。 盛夏正午，知了躲在树叶下无病呻吟，倾诉着骄
阳的火辣时，邱波却投入在工作之中，脸被太阳晒
得通红，依旧不减他对工作的热情。

邱波是汉滨区关家镇小关社区人，2010 年法学
专业毕业后，在西安找到了一个专业对口的警务类
工作， 收入稳定， 生活有保障。 基于对家的眷恋，
2013 年，他毅然放弃稳定的工作，回乡创办了安康
外语培训学校。 2015 年，正值原三岔河村与附近五
个村合并的关键时期，邱波响应老村干部和村民的
号召，回村当选为小关社区副主任。

“刚上任的时候， 还是受到了部分干部和村民
的质疑。 ”时值 27 岁的邱波在村干部中年龄最小，
但他没有被质疑的声音和眼光吓倒，而是凭借对村
民的一腔热情，勤奋苦学，很快摸清社情民意，与村
民打成一片，练就扎实的工作能力，赢得大家一致
认可。 2018 年，他被推荐为村大学生村官兼任村信
息员；2021 年， 他被推选为小关社区党支部书记兼
社区主任，成为社区的“掌舵人”。

小关社区位于安康城区东南部， 距城区约 20
公里， 总面积 41.96 平方公里， 辖 49 个村民小组，

1122 户 3858 人， 是关家镇面积最大、人
口最多的村（社区）。 社区植被生态良好，
但因海拔高、土地贫瘠，产业发展基础较
为薄弱，主导产业以外出务工增收为主。

“产业活起来，群众才能富起来。 ”如
何发挥主导产业优势，增加群众收入，一
直是邱波思考的问题。 他从能人大户、党
员、村民代表等入手，发动乡贤的力量 ，
实地调研，因地制宜培育主导产业。

在安康城区做生意的孙庆涛， 是小
关社区 10 组村民，也是邱波动员的对象
之一。 2021 年，孙庆涛响应号召，回村流
转撂荒地 300 余亩，种起大豆玉米，带动
周边 30 余名村民就业增收。 “是邱书记
的热情感染了我，激起了我的乡土情怀，
眼见着乡亲们在我的带动下， 有了种地
意愿，挣到了钱，心里很有成就感。 ”眼见
着门前昔日的荒坡焕发新颜， 孙庆涛颇
为感慨。

几年来，在邱波的号召下，越来越多
的人先后投入到农林产业， 累积发展核
桃、花椒、蚕桑等种植产业 680 亩 ，养殖
猪鸡牛羊等畜牧产业主体 5 个，带动 320
人增收致富。

小关社区搬迁安置点是小关社区人
口最为集中的聚集地， 居住着来自镇内
外的 417 户 1189 名搬迁群众。 让搬迁群
众快速融入新生活成为做好异地搬迁安
置“后半篇文章”的关键。 邱波立足安置
点实际 ，创新推行“党建联系网、网格服

务网”双网管理模式，实施“六小工程”，提升搬迁群
众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织牢“党建联系网”，盘活“网格服务网”，由党
小组负责联系管理物业管委会及业主委员会，让骨
干党员进入网格服务，成为网格员，双网齐下，拧成
一股绳，使社区事务由“物业管 ”变为党员主体的
“大家管”，形成人在网中走，事在网中办，小事不出
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的多元化基层治理新格局。

“买菜路远，不仅贵，而且不新鲜，之前自己住
的房子虽然不好，房前屋后自己想吃啥种啥，现在
住上楼了，吃菜却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 ”这是搬迁
群众到村部反映最多的问题，也是他们最头疼的问
题。 基于群众反映的难题，邱波迅速组织专班，带头
实地走访，了解群众意愿，商量最优解忧方案。 2021
年，在各方力量的支持下，通过就近开发利用或租
赁等方式，流转近 10 亩的土地，采取统一供地、统
一规划，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的方式，建成了小关社
区安置点的第一批小菜园。 有需要的居民只需要向
社区申请，即可免费获得小菜园的使用权，收获的
农产品由自己享用。

“邱书记办事就是能办到我们的心坎上， 现在

住进了楼房，进出干净利落，还有了自己的小菜园，
想吃啥就种啥，太好了。 ”小关社区安置点居民汪显
群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去菜园看看菜的长势，顺便摘
点新鲜的蔬菜。

邱波介绍说，为了避免资源浪费，针对那些已
申请且撂荒半年以上的小菜园，社区则会收回再划
分给有需要的居民使用。 目前， 共开发小菜园 150
余块，正计划开发二期，预计年底投入使用。 除了小
菜园外，他还先后引进了自选购物的“小超市”，开
办了便民的“小餐桌”，开辟了自由存放农具的“小
库房”，开设了用于举办红事白事的“小厅堂”，开办
免费学习的“小课堂”。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如今
却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88 岁的老大爷张正志咧
开嘴笑着说。

“邱波虽然年纪小，但他有能力有干劲，能和群
众打成一片，群众都愿意相信他。 ”从一开始干群对
他的质疑，到现在的备受信赖，邱波在工作中不断
地成长，收获到越来越多的赞许。

“沉下心、俯下身、融入情”是邱波始终秉承的
工作理念。 他认为，做基层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接地
气，要跟群众打成一片。 入户走访、与农民“唠家常”
成了邱波的日常。 “宣传惠民政策，了解村民的困难
和需求，为腿脚不便的老人代办业务、代购物资、购
买药品、维修手机等等。 ”邱波坦言，只有知民忧，才

能解民愁，虽然看似一些琐碎的事情，却一步步拉
近了他和村民的距离，也让他深刻感受到了“鱼水
情”的真正含义。

小关社区 33 组村民张正坤的困境就是邱波入
户走访时发现的。 张正坤是精神失常人士，独自带
着三个未成年孩子生活，时常会带着六岁的儿子到
处流浪，有家不归、有房不住。 邱波迅速将张正坤的
情况反映给关家镇及相关部门，为张正坤申办残疾
证，将其送往养老院。 针对三个孩子无人监管的问
题，邱波召集两委成员协商，承担起监管责任，并将
孩子送到学校读书。

如今，在小关社区，几乎人人都视邱波为自己
的亲人， 有什么问题都会第一时间和邱波反映，有
了喜事也会第一时间和邱波分享。 他先后当选为汉
滨区政协委员、关家镇党代表和人大代表，多次被
评为关家镇优秀党员、先进基层党务工作者。

“作为一名村支书，论官职没有品级，论俸禄难
以富贵，但你一旦选择了，就要有干出个样来的坚
定决心！ ”邱波说，为民服务没有终点，他将围绕老
百姓切身事，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
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的同时 ，抓实产业建设 ，深化
“三联” 机制， 鼓励更多的乡亲参与到社区建设中
来，一起建好美好家乡，助力乡村振兴，让百姓生活
得更加幸福！

天微亮，一个头戴草帽，身挎竹篮的忙碌身影
在茶园里来回巡走，一会儿嗅一嗅茶树，一会儿摸
一摸土壤，他就是汉滨区大竹园镇正义生态茶庄负
责人———侯运建。

正义生态茶庄位于大竹园镇正义村， 坐拥 800
亩高标准茶园和 1000 亩老茶园， 是大竹园镇茶旅
融合示范镇的重要项目之一，年产值达 150 万元。

一双手的见证

“做茶业这一行需要耐心与坚持，最忙的时候，
白天采茶，晚上制茶，从前一天下午 6 点开始到第
二天凌晨五、六点结束，连续熬四、五十天，最多的
时候，要做四、五吨的鲜叶，每次都是自己跟着做，
才能放心。 ”回想起手工制茶的日子，侯运建说，“那
时候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茶做好，其他啥也顾及
不上。 ”

等到最忙的阶段过去了，侯运建才发觉指关节
变形，呈弯曲状，骨头如同被千百只蚂蚁啃噬般隐
隐作痛，止不住地颤抖。

61 岁老茶农，做了二十年的茶，漫漫茶叶路的
艰辛在他的双手上看到了答案。 双手粗糙干瘪，布
满老茧， 纵横交错的小裂缝沿着手掌纹路蔓延开
来，与灰土色的指甲融为一体。

也就是这样的一双手，摸索走出了一条茶旅融合新路子，
建成一座集茶叶种植、加工、销售、培训于一体的茶叶示范基
地———正义生态茶庄。 园区占地面积 4443 平方米，配套建设
茶叶加工区、茶饮文化展示区、餐饮区、民宿区、观景区和培训
基地，辐射带动周边 208 户群众人均年增收 2250 元。

做有灵魂的茶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侯运建就已在村上任职，2021 年初
才从村党支部书记一职上退下来。

“最开始的时候，没想着走茶叶这条路，当时看到村上留
守人员无活可干，没有经济来源，加上自己手里有些积蓄，就
开始种植茶叶，发展茶产业了。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他敢于担
当、心系群众，为了带领群众致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他开启
了茶农生涯。

“最难的时侯也没有想过放弃， 就想着明年重新再来，再
好好搞。 ”茶叶投资大、见效慢、周期长，日复一日的艰辛，资金
周转困难、茶厂经营不佳、茶叶销路太窄等问题都压得他喘不
过气，即便是这样他也没有想过放弃。 “只要我还在做，农户们
就能从流转土地上得到分红，周边的农户能来务工摘鲜叶，茶
叶加工厂也需要工人……”

侯运建如同一棵“根柢槃深，枝叶峻茂”的大树，生命力顽
强，坚毅且隐忍。 现如今，侯运建每年给农户土地流转分红 20
万，支付农户务工费 10 万、茶叶采摘费 10 万。

是信念也是情怀，支撑着他铆足劲儿，干得更好，让他在
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成了当地茶叶“土专家”，采茶“又快又准”，
制茶技艺炉火纯青，茶叶口感鲜爽醇柔，赢得群众的一致好评
和信赖。

扎根乡土情怀

“我们一家七口人，都在从事茶叶产业工作，办民宿、开茶
店、做培训等等，大家都有各自的分工和任务。 ”侯运建介绍
道。 一家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同努力把茶叶手艺
传承发扬、把茶叶产业做大做强。

2017 年，面对茶叶行业升级改革的浪潮，如何改变传统经
营模式，跳出十来年固定的思维框架，打破原有的生产模式，
提高群众收入？ 成了摆在侯运建眼前的一道难题。

侯运建先后多次大胆创新茶叶发展模式， 秉承 “质量优
先、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
模式，手把手对农户进行扶持帮助，建立了统一供应、统一培
训、统一标准化生产、统一采摘、统一保护价收购的一条龙产
业体系，不断提高茶叶产能和质量。

经营理念和模式有了，如何增加茶厂的年加工承载力，提
高茶叶产量，提升经济效益呢？ 正义生态茶庄先后引进国内外
先进设备，新建 4 条自动化、清洁化、茶叶精制生产线，建设茶
叶加工厂房 1000 平方米，提高年加工承载力 10 吨。 同时，积
极参加各级举办的产品展销活动， 定期聘请专家教授进行技
术指导，市场竞争力、产品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打我有记忆起，父亲就在种茶。 ”侯运建在女儿侯丹眼里
不仅是一位地地道道、本本分分的茶农，整日与茶叶打交道，
更是一位茶叶技艺传承者，二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着心中的“茶
叶情怀”。

回顾二十年的茶叶之路，侯运健深深感受到，有了茶产业
的带动，村里更有生机了，村民发展劲头更足了。 谈及未来打
算，侯运健信心满满：“下一步，将在茶种培育、茶园管护、基地
壮大、品牌打造等方面下功夫，推动茶文旅融合发展，真正把
茶产业这篇文章做好，为实现全村产业振兴贡献力量。 ”

筑梦一方水土
记者 胡智贤 通讯员 冉洪香

只为一缕茶香
通讯员 单东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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