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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康，有这样一位传奇“女木匠”，她靠着踏实肯干、勤
奋执着，从农村走进城市,改善生活改变命运；凭着聪明才智、
吃苦耐劳，把工作当事业,诠释着对职业的热爱；依靠精湛技
艺、良好口碑，让传统木工手艺发扬光大，让“匠心”精神熠熠
生辉。

她叫张金珍，一位 80 后的女能人，20 多年来，她在木制
工艺中默默耕耘，卯榫相扣演绎传统匠心。

走进位于高新区智慧物流园 11 号 2000 余平方米的金针
家具厂，映入眼帘的都是她亲手做的沙发、桌子、床等家具。
一楼码满了各种各样的木材和半成品，这里就是金针家具厂
做木工活的工作间， 工人们正聚精会神地刨着一根根长条
木，木屑四溅，雪白的刨花纷纷扬扬掉落在地，空气中散逸着
木质的特殊香气。

“木工手艺看着简单，干起来却很复杂，讲究多。 ”参观完
二楼的家具展厅， 张金珍和我们谈起了开家具厂的初衷 。
2001 年，20 岁的张金珍来到广东的一家家具厂打工，开始学
习做木匠活。 “那时候，我跟着师傅学习打木料、抛光、喷漆、
卯榫等各种活儿，在挣到工资的同时也学到了手艺，便对木
工起了兴趣，也梦想着能开一家自己的家具厂。 ”张金珍告诉
我们。

学到手艺后的张金珍回到安康，和老公一起，在安康城
区南环干道木竹桥村租下一个 400 平方米的厂房，开起人生
中的第一个小型家具加工厂。

“我负责家具生产，老公负责安装和送货。 遇上送大型的
家具，我就得和老公一起扛。 ”张金珍说，当时创业很辛苦，有
时候送货，电梯装不下，我们要扛到 20 多层的高楼。 还有几
次在瓢泼大雨中送货，家具从车上掉下来摔坏了，我们只得
回厂里换新的。 一度想到放弃，但是，想着自己的初衷，还是
咬牙坚持了下来。

由于张金珍夫妻俩肯吃苦、善研究，家具质量好、销售旺，
他们的家具厂越开越大，厂房扩大到 900 个平方米，带动 10
多人就业。 家具生产、批发和零售遍及安康各县区，张金珍也
成了远近闻名的“女木匠”。

“我是通过别人介绍到金针家具厂进货的，没想到进回来
的货，销路非常好，回头客也多，现在一直和他们合作。 ”紫阳
县蒿坪镇鸿城家具厂负责人说，他们家的家具质量好、价位合
理，夫妻俩的人品也好，我会一直和他们合作下去。

谈及产品如此受欢迎的奥秘，张金珍抿了抿嘴，谦虚地说
道，“窍门就一个，要实在。 用料实在，为人实在，处事实在。 ”

“他们俩人实在，跟他们干，心里踏实，我都把这个厂当成
自己的家了。 ”在家具厂一楼的生产车间，正低头打卯榫的刘
师傅见到记者，赶忙放下手头的活路，颇为感慨地说，从开始
办厂他就跟随张金珍夫妻俩干，随着规模越来越大，订单也越
来越多。 聘请的工人除了安康本地的外，还有从成都、湖北来
的，月工资可达八九千、上万元。

“做沙发、床、桌子、茶几等家具，我从来不用一颗钉子，与
胶水、钉子的简单拼凑工艺相比，用传统卯榫结构制作的家具
更耐用。 ”张金珍拿着刚完工的小凳子说，“你看，这个凳子就
用了卯榫结构，没用一颗钉子，安装好后，用螺丝一紧固，既美
观又结实。 ”

一雕一琢俱精细，一卯一榫皆匠心。 “受互联网冲击，大环
境影响，现在会木工手艺的人越来越少，很多残次品以低价位
充斥着家具市场，厂子也未幸免于难。虽然现在的收入大不如
从前，但我还是舍不得丢弃这份手艺，只要条件允许，市场还
有需求，我还会继续做下去，把厂子办大，产出更高品质的产
品。 ”站在金针家具厂二楼的展厅中心，张金珍环顾倾注着她
匠人情感和灵魂的展品，掷地有声地说道。

“哎呀这桃子好美呀！大家好，我
是山里硒七妹。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
北环李丹桃园......” 打开抖音就能刷
到抖音达人“山里硒七妹”热情地推
广农产品的视频。

1987 年出生的“硒七妹”原名聂
丽丽，是紫阳县高滩镇人。 2016 年，
聂丽丽在安康城区找了一份家具销
售的工作。 凭着自身的韧劲和好学，
她从零学起，到月入过万，一干就是
3 年。 2019 年，由于家庭原因，聂丽丽
不得不回归家庭， 成为一名宝妈，但
这并不影响她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人
生价值的恒心。

2021 年，一次偶然，聂丽丽了解
到汉滨区电商办正在组织免费的抖
音培训。 她心怀好奇，报名参加了培
训。

“那时候只是想要试一试， 根本
没想到可以通过抖音为自己增收，更
没想到，还能帮助到别人。 ”聂丽丽坦
言，通过两天的培训，只是对抖音有
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是后来参与的一
次“硒哥硒妹”公益助农活动，让她印
象深刻，坚定了做抖音的信心。

聂丽丽回忆说，2021 年冬天，由
于疫情原因，旬阳的狮头柑滞销达几
十万斤。眼看着酸甜适口的果子挂在
枝头却卖不出去，农户一年的辛苦即
将付诸东流，聂丽丽随同“硒哥硒妹”
助农团队前往旬阳为农户拍摄宣传
视频，打开销路。 后来助农团又自发
组织将狮头柑运往安康城区进行销
售， 许多市民在看过推广视频后，纷
纷前往购买， 两天时间就销售几万
斤。

人生之路不可能尽是坦途，只要
坚定目标，努力定能缓解、战胜阻力。
“刚开始，家人并不理解我的所作所为，认为只是在到处
游山玩水不务正业。 网上也有人认为我这是在‘刷存在
感’‘捞钱’。”聂丽丽说，随着一次次精彩成绩的亮相，家
人为她竖起了大拇指，恶评也渐渐少了起来。

2022 年的 12 月，由于聂丽丽家山高路远，地里产
出的土豆卖不出去，父母急在心头。 聂丽丽拍摄了一条
农家土豆视频， 凭借这一条视频就将 4000 斤的土豆销
售一空，不仅解决了父母的燃眉之急，也让聂丽丽收获
了粉丝，单条视频播放量达 20 万。这让聂丽丽看见了抖
音的力量，也更加坚定了抖音助农之路。

“我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 将深山里的农特产送到
市民的餐桌上，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山珍美味，是我一直
努力的目标。”聂丽丽先后加入安康市新媒体联合会、安
康环博职校抖音助农团， 希望通过参加公益助农活动，
发挥自身的光和热，拓宽农产品销路，帮助到更多的人。

日前，位于安康北环线的李丹桃园产出大量香甜多
汁的黄桃，由于保质期较短，急需上市销售。基于对桃园
主人李丹的敬佩，聂丽丽随同安康环博职校抖音助农团
前往桃园，进行黄桃推广宣传。“多亏了七妹他们帮我宣
传，视频发出后，桃园里客源不断，销量增加了不少。”李
丹满心感激地说。

安康市新媒体联合会组织的“公益助农”采风活动，
聂丽丽更是从不缺席。每到一个园区、加工厂或者民宿，

聂丽丽都精神焕发，将最好的状态投入进去，努力拍出
心仪的视频，将山村之美传递出去，将采风之旅的收获
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动力。

对于视频中完美的呈现，聂丽丽心生自豪，很有成
就感；而视频背后的艰辛，她也从不畏惧，定会迎难而
上。“七妹很有思想，也有上进心。虽然看着很瘦弱，但是
特别能吃苦。 拍摄中从不喊累，总想拍出最好的状态。 ”
为她拍摄视频的搭档吕舍这样评价她。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生活总会眷顾那些踏实努力、
阳光上进的人。 随着聂丽丽的不断成长，她最初从事家
具销售的中福坤家具公司也因为她经常性的推广宣传，
声誉和销路双增长。 “聂丽丽是一个务实的人， 非常热
情。现在帮我们做品牌宣传，带来了许多的热度，也是她
能力的体现。 ”中福坤家具的办公室业务经理邱佳智说。

如今，“公益助农”之余，聂丽丽与安康中福坤家具
公司进行深度宣传合作，可谓是人生的“双赢”。

“几年来，我通过抖音，通过新媒体，实现了人生价
值。 但是拍好抖音，做好视频，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接下
来，我要不断地提升自身的业务能力，尽我所能，将‘公
益助农’进行到底，也希望有更多的力量参与到我们的
队伍中来，拓宽农产品的销路，帮助到更多的农民，助力
乡村振兴。 ”聂丽丽说。

“小李，加菜，再来一个你们这儿的当地特色小炒！”
“好咧。 您先吃着，加的菜一会儿就来！ ”周末的时候，位
于平利县洛河镇丰坝村的李家小院一派热闹景象，热情
招呼的李证辉一边帮着端菜上桌，一边忙不迭地招揽应
和着，人群熙攘声融进了碗碟碰撞和煎炸翻炒的交响乐
里，扑面而来的烟火气萦绕着这座农家小院。

1990 年出生的李证辉， 是土生土长的洛河镇丰坝
村人，他既是村上的村委会副主任，还是产业发展带头
人，现在又发展起了农旅一体化的“小庭院”。“我虽然读
书不多，但总想为家乡的发展做点儿事情，让村民能一
起过上好日子，让更多的人知道洛河、来到洛河、熟悉洛
河。 ”谈起返乡干事创业的初衷，李证辉如是说。

“小庭院”成为“火爆点”

“李家小院”坐落于洛河镇丰坝村，占地 2000 余平
方米，交通较为便利，被青山绿水环抱，许多游客慕名而
来。 宽敞的院落由三排徽派民房围绕组成，有的供游客
品尝洛河特色饮食，有的为游客提供窗明几净的民宿小
憩。 庭院周边被拾掇得十分干净，远山碧水背景下灼红
的月季和苍翠的绿植相映成趣， 西南角开辟出一个凉
亭，一派清新悠然的农家田园风光景象引人驻足。

近年来，洛河镇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旅
深度融合，引导村民以家庭为阵地，与特色产业相融合，
发展农旅经济。不少能人大户利用优渥的生态资源和秀
丽的自然美景，将产业做得风生水起，李证辉便是其中
一位。

景有千万款，洛河很惹眼。 泼浓绿，披锦绣，灰白的
徽派民居仿佛山水间跳动的琴键。李证辉早些年为了补
贴家用外出务过工，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到乡村以解乡
愁。 在外漂泊终是梦，到头思绪还系乡，长期漂泊的生
活，让他的思乡情结更甚。 时光可以羽化一切，但乡土、
乡音、乡情、乡愁始终会牵动着他的心。 2018 年，李证辉
告别了繁华的都市生活， 回到了这个生他养他的小乡
村。

“这块儿以前是小学，弃用后闲置了很久，在镇村干
部的建议下，我决定开办一个集餐饮、住宿、娱乐一体化
的农家乐，因此就流转这块地用来发展农旅产业。”李证

辉揩揩额间的汗说道。
下定决心的李证辉立即着手开始筹建自己的农旅

小院。 设计规划、筹集资金、旧房修缮改造、庭院整修
……大到整体风格的把控，小到一颗螺丝的固定，李证
辉都放在心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落，他都追求精益
求精、尽善尽美。历时两年，李证辉的“李家小院”终于建
成投用，成为当地新的地标和打卡点。

一时间，美味的菜肴、热情的服务、生态宜人的环境
和独具特色的农旅体验， 吸引来大批游客，“李家小院”
很快在集镇周边乃至全县蹿红。 生意越来越红火，收入
也渐长，人手不够的时候，李证辉还会从周边请一些农
户前来帮忙打下手，招待游客，农家“方寸地”真正变成
了致富“聚宝盆”。

“小村官”当好“贴心人”

“以前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家，虽然来去匆匆，但每
次回家，都能看到家乡在变化，泥泞小路变成宽阔大道，
老旧土房变成整齐划一的徽派建筑， 我心里时刻想着，
能不能为父老乡亲们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儿呢？ ”怀揣
着如此想法的李证辉，回乡后还当起了丰坝村的村委会
副主任。

在其位，自当谋其事。从此，李证辉便扑下身子开展
工作，走进田间到地头，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在疫情
防控形势严峻时刻、在防汛的紧要关头、在群众需要的
地方，他都挺身在前，责无旁贷，尽心尽力，履职担当，当
好群众“贴心人”。

李证辉还特别细心，村民之间有了矛盾纠纷，他先
把双方分开做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等到双方平和
下来，再把他们叫到一起劝说，直至双方放下芥蒂握手
言和。 李证辉对村上的小孩也特别关爱，他和镇村干部
一起，定期组织开展“激扬青春·不负韶华”关爱未成年
人主题活动，与孩子们亲切交谈，并围绕校园安全、防溺
水、交通安全等方面讲解安全知识，引导孩子们提高自
我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组织集中观看红色教育影
片、共进美味可口的午餐，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到大家庭
的温暖。

2021 年 8 月， 丰坝村出现汛情， 李证辉早晚连轴

转，全力以赴保证群众的安全，千方百计减少群众的损
失。城洛路因持续连阴雨导致山体滑坡，造成道路中断，
严重影响了群众的出行。 李证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联
系协调清理泥浆，疏通道路。短短半个小时，就让城洛路
恢复了通行。

为群众联系协调修建产业路，自己驾车为村民运送
烟叶， 多次送突发急重症的村民前往上级医院救治，为
贫困老人和学生捐助爱心善款……点点滴滴的小事，细
致入微的行动，曾经村民口中“那个小李看起来太年轻，
不靠谱”的评价，逐渐变成了“小李真是贴心人呢”“有问
题就联系村上李主任”，言语尽是肯定和满满的信任。

“小产业”念好“致富经”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李证辉深知，百姓致富还
得靠产业。 为了给村上谋划一个效益良好的特色产业，
让群众多一条增收致富路，“盘活” 村内闲置劳动力，李
证辉和村干部把着力点放在了全县的首位产业，茶饮产
业上来。

2018 年，李证辉牵头成立了丰坝茶叶专业合作社，
并负责建园和管护，村民将 200 余亩荒芜土地入股合作
社，不仅可以获得入股分红，还能在茶园务工增收。为了
成为茶产业的行家里手，李证辉经常把县茶叶和绞股蓝
发展中心的专家请到茶园里为自己和村民进行现场教
学。

栽种优良茶苗， 精心管护茶园， 李证辉的茶园在
2021 年迎来了第一批春茶采摘，60 余名群众实现“家门
口就业”。 “春、夏、秋季，我都在这儿采茶，冬天管护茶
园，一年能挣不少钱哩！”丰坝村村民朱丰元的笑容在阳
光下显得格外耀眼。

“我刚购置了一批茶叶生产设备，接下来，要深入探
索制茶技术，形成茶叶自采自制的一体化产业链。 这样
能让来‘李家小院’的游客深度参与采茶制茶的农事体
验，真正了解咱们洛河的茶叶，深化推广“产业+农旅”
的模式，培育打卡点，打造增长极。”谈起下一步的发展，
李证辉望着长势良好的茶园， 眼神多了些许坚毅和自
信。

李证辉：

回 归 丰 坝 创 新 景
通讯员 方青蕊 王友黎

聂丽丽：
公 益 助 农 为 乡 亲

记者 胡智贤 实习生 张睿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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