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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午后，一个穿着精致、容貌姣好的年轻姑娘
在红薯地里一边掐着红薯杆，一边对着镜头解说红薯
杆的做法。视频里的李茜茜妆容精致，讲解清晰明快，
内容真实接地气，不少观众都在此驻足。

李茜茜今年 30 岁，汉滨区谭坝镇松坝社区人，是
一名短视频博主，运营着“李小茜”和“小茜农庄”两个
抖音账号。 2015 年，从陕西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毕
业的她， 进入陕汽集团旗下的幼儿园成为一名幼师，
端上“铁饭碗”。 2021 年 5 月，因家庭原因李茜茜无奈
选择辞职回归家庭， 在西安做起兼职推销汽车 ETC
的工作。

在此期间，李茜茜开始尝试用抖音记录自己的生
活，并利用抖音平台为自己的产品进行宣传推广。“一
开始就是想记录生活，顺便推销自己的产品，后来也
喜欢上与镜头交流的感觉，就一直做到了现在。”通过
抖音宣传，李茜茜的业绩不断攀升，一度让她成为销
冠，这让她深切感受到新媒体推广的无限潜力。

今年 2 月，李茜茜回到家乡过年，用镜头记录下
家乡的好山好水和特色美食。这些视频的流量和点赞
比之前要可观的多，她意识到关于家乡特色的作品似
乎更受抖音用户们的青睐，便开始将主题向“三农”题
材靠拢。她一边拍摄一边摸索，逐渐累积到一些经验，
让她对短视频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于是，今年 4 月，她
毅然选择辞去工作，返乡创业，正式走短视频发展之
路。

回乡后的李茜茜在与村里老人交谈的过程中发
现，有许多精彩的文化故事现在仅依靠老人们的口口
相传才留存于世，缺乏详实的资料记载。 不忍心看着
这些故事随着时间消逝， 她决定收集安康文化故事，
做成视频让更多的人了解，使其能够流传下去。为此，
她收集整理了安康县志和大量的历史资料，用于了解
安康的历史文化，专心研究安康故事。

如今，安康的美食、习俗、故事传说、景点历史、名
人事迹……只要是有利于家乡推广的内容，在李茜茜
的视频里都能找到。她不仅自己查阅资料还向当地老
人了解过去的故事，寻找留存的遗迹。 因为历史故事
详实，讲述内容生动形象，让她收获了许多粉丝的喜
爱。“有许多外地的朋友看到我的视频都很惊讶，在陕
西居然也有像江南的地方，在他们的印象里，认为陕
西就是黄土高坡，所以我们宣传陕南的山水人文也有
利于增加整个陕西的魅力。 ”李茜茜自豪地说。

说起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李茜茜告诉记者，还属
去拍摄奠安塔的那一次，第一次去拍摄的时候，因为
塔门锁着，无法进入内部，无奈只拍摄了奠安塔的外
部。 视频一经发布，立即有热心的网友联系到当地村

委会， 村干部了解情况后冒着大雨积极配合拍摄，为
她开了塔门，还提供了许多的历史资料，用于完善视
频内容。 最终在多方努力下，奠安塔的美丽传说呈现
在世人眼前，收获了大量点赞。

李茜茜宣传家乡的目的，引起了许多安康人的共
鸣。 很多粉丝通过私信给她提供线索，让她得以了解
各地文化。 “松坝大松树传说”“中渡台遗址”“移民博
物馆的故事”……李茜茜的脚步遍布安康大地。 “一路
走来，我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我们都怀着共同的期
许，希望家乡得到推广。 我的视频内容看着都是非常
轻松愉悦的，也是希望能被更多的人接受。 ”李茜茜
说：“视频形式看似随意轻松，但是我们对核心内容的
准确度的把关定位都很严格审核。 ”

想要更好地做好内容，必须要有产业的支持。 在
今年 6 月，李茜茜和她多年的好友共同盘下了谭坝镇
松坝社区的一处农庄，并更名为“小茜农庄”。 李茜茜
坦言：“刚开始我们接手这个农庄的时候，基本上是处
于瘫痪状态。 ”通过一个月的重新修缮和装修后，内设
观景、休闲、餐饮、户外 KTV、住宿的“小茜农庄”正式
投入运营。 凭着距高速路口仅五六分钟路程的便利和
毗邻八一水库优美的自然环境，再加上李茜茜的短视
频推广，来自安康十大县和周边城市的许多游客都慕
名而来，体验富含农家特色的休闲生活。

“我们是看了小茜的视频来的，这边环境好，菜品
又新鲜又好吃，离高速路口也近，很方便。 ”周末带着
家人来小茜农庄休闲游玩的刘先生赞不绝口。 小茜农
庄厨房外的小黑板上写满了当季的时令蔬菜名，阳荷
姜、红薯杆、神仙凉粉、青洋柿子、南瓜尖……顾客们
根据菜单选择想吃的菜肴。 如今的小茜农庄周末基本
处于爆满状态，周内也有超过 50%的客座率，其中也
不乏多次前来光顾的回头客，小院里弥漫着农家菜的
香气。

今年 7 月，为推动线上商业发展，李茜茜还成立
了薇梦小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开设了“小茜农庄”抖
音店铺账号，在这里推广安康当地的特色美食和农副
产品， 并计划与本地农产品供应商和工厂洽谈合作，
帮助推广和销售当地特色产品，积极带动家乡的产业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接下来我将继续做好‘李小茜’‘小茜农庄’这两
个账号，深挖安康特色文化，推广家乡特色美食；讲好
安康故事，提升安康知名度，为观众呈现更多精彩的
内容，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安康、走进谭坝、走进我
的故乡，赏美景、品美食、悦身心，带领更多村民增收
致富，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李茜茜信心满满地
说。

“六旬鬓公壮心不已，暑往寒来，攀缘牛
山，问道荆棘，砥砺前行，终将七十二景点尽
收囊中，载入史册。堪称：牛山探秘第一人。 ”
这是杨松涛于 2017 年为冉本藩的 《金州牛
山》所提的贺词。冉本藩出生于 1952 年,是汉
滨区五里镇人，也是“花园民俗文化展馆”的
创始人。

自强不息改命运。 “冬寒抱冰， 夏热握
火。 ”少年时的冉本藩勤学苦读，成长磨砺心
性，淬炼出一颗赤子之心。1973 年，他高中毕
业，本可争取去大学继续进修，因家中母亲
生病毅然放弃宝贵机会，决定回村替家里减
轻负担。 割麦子、除草、挖地，担任村干部，一
年的时间，家中仅有余钱百余元。1975 年，凭
借自身努力， 他在村里盖起了第一栋红砖
房，也风风光光地迎娶了新媳妇。

成长于民、服务于民、奉献于民。 他曾先
后担任过基层乡镇主要领导，用行动践行了
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 从青丝到白发，他将
热血与汗水挥洒在故乡的土地上，把青葱岁
月无私地献给党和人民。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
工作再繁忙， 他也从未停止过学习的脚步，
多少个静谧的深夜，陪伴他的只有夜空中一
轮明月。 从来诗书不负人，这样不舍昼夜，一
点一滴的积累，为他后来的写作之路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不畏艰辛留乡情。 看着家乡的这片土
地，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退休后还能为家

乡做些什么？ 夜深人静时，他的思绪飘到了
家乡的土地上， 想到工作期间四处走访时，
时常被所见的山河景观所震撼，更有各种充
满趣味的奇闻轶事，何不为家乡写书呢？ 记
录家乡的历史变迁、民风民俗，不但宣传了
地域文化，也能推动地方文旅开发。 下定决
心，他说干就干。

攀牛山，写 72 美景。 牛山山脉位于秦岭
南麓的汉滨区北部， 是安康四大名山之一，
八景之五。 其形势巍峨、状如卧牛、高拔俊
秀、粗犷浩大、巍峨磅礴之气势，为周围群山
之冠。 诗云：“金州形胜缈重关，翠嶂丹崖绝
可扳。 极目斜阳天际远，樵人指点是牛山。 ”
为搜寻牛山故事， 冉本藩背着干粮和水出
发， 他的脚印几乎踏遍了牛山的各个角落，
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便进山是常有的事。 草
深林密，很多时候上山只能依靠人力，用柴
刀砍出一条路，有时步行一整天才能找到两
三个值得记录的地方。 当被问及做这么多事
是否会觉得累时，冉本藩一句“不累”脱口而
出。 如果不是因为发自内心的热爱，又怎么
会这般甘之如饴呢？ 花费 6 年半时间，攀高
山、爬陡坡，翻越崇山峻岭，上山六十多趟，
历尽千辛万苦，一座神秘伟岸、颇具传奇色
彩的牛山终于展现在众人眼前，书名为《金
州牛山》。

渡冉河，看历史变迁。 冉河发源于牛山
脚下，延绵近百里的冉河河畔，蕴藏着丰富
的自然物质和矿产资源，积淀了悠久厚重的

民俗文化和人文精神。 为记录这条孕育了世
世代代的历史河流， 他提笔写下 《安康冉
河》。 书中的十二个文化遗址，包含了冉河底
蕴深厚的历史故事、淳朴的民风民俗、层出
不穷的青年翘楚。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至今，冉本
藩已出版了《花园人》《安康民俗藏宝》《金州
牛山》《藏宝列选》《安康冉河》五册，待出版
的有《南山寻谜》《五里记忆》《心语》。 他的作
品和事迹也在新华网、安康电视台、安康日
报、安康新闻网、安康融媒等各大平台数次
报道。

无私奉献显初心。 “不能卖藏品，每一样
都来之不易，这都是千辛万苦得来的。 ”冉本
藩坚定地说道。 对于跋山涉水收集来的藏
品，他看得格外珍贵。

他清晰地记得，第一个藏品是在一个农
户家的后檐沟里发现的一把犁头把，它被遗
弃在那里，孤零零的躺在地上，惹人叹息。 属
于它的农耕时代已经远去，可仍有人把它记
在心里。 冉本藩成长过程中，听过许多遗留
的农耕文化故事，看着祖祖辈辈和自己曾亲
手用过的农具被遗弃，他的心深深地被刺痛
了，本着惜物、念旧的心产生了收藏的意愿。

收集藏品的过程中， 不乏有人坐地起
价，也有人毫不计较愿意免费捐赠，但冉本
藩从来没有白拿过农户的任何东西，总是给
他们一些钱把东西买回家。 “有些人免费送，
但不能让人家白送，总要给一些钱我才心安
理得。 ”冉本藩说。

“藏品首先反映的是农耕时代的特征和
社会发展变迁。 做一个农耕藏品展馆也是教
育青少年的一种方式，使现在的孩子们可以
看到、 领悟到老一辈筚路蓝缕的心酸过往。
我十分留恋那个时代，希望能将那个时代的
缩影保存下来。 现在收集了一万多件藏品，
花了一百多万，预计市场价值几百万，但我
只想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发挥自身的文物价
值，也是给后代留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
文化理念。 ”冉本藩讲道。

漫漫求索路， 不变的是一颗赤诚的初
心。 “一生一世为伊狂，三穷三富聚珍藏。 踏
破铁鞋觅奇物，呕心沥血建馆堂。 造福桑梓
传根脉，心系家国鉴华章。 笃定初心不放松，
青史当誉是冉郎。 ”采访接近尾声，冉本藩拿
出作家方琛赠给他的诗《留住根脉传薪火》，
颇具深情地说：“虽然我已经七十多岁，但是
心中的志向从未熄灭， 我仍旧会笔耕不辍，
挖掘家乡的人文，将安康动听的故事、悠久
的历史传承下去， 吸引更多的人打卡安康、
品读安康、爱上安康，来安康投资兴业。 ”

冉本藩：
笔 耕 不 辍 映 初 心

记者 胡智贤 见习记者 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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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 平利县长安镇中原村柴家沟核桃园里的 1800 亩核
桃相继成熟，进入采摘期。当地村民一边说笑一边采摘搬运，一派热
火朝天的丰收景象，核桃园业主华彬更是在忙碌地“指挥”着。

今日丰收园，往昔撂荒地。 2015 年，华彬成立了平利县养生源
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引进清香、香玲、鲁光等优良核桃品种，带
动全村发展了 1800 余亩核桃园， 并在核桃园中套种 300 余亩油牡
丹，名贵树木 1 万余株，让穷山沟变成了“花果山”。

“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
红、产品回购等形式，多途径增加群众收入。 ”华彬说道。

“希望在山，靠山治山养山，山山献宝；致富靠树，栽树管树爱
树，树树摇钱。 ”这是写在柴家沟大门前的一副对联，也是华彬带领
村民发展产业增收致富的真实写照。

在华彬的带动下，相继有 17 户农户都发展了核桃产业，他每年
都会召集周边农户，现场讲授核桃栽培技术，现场示范指导，手把手
传授“秘方”，并对有疑虑的农户实行包种包销。“春天发芽前追一遍
肥，打一遍石硫合剂；展叶后进行病虫害防治；五月初六月底施叶根
肥；落果后落叶前施月子肥；落叶后修剪、清园、刷白……”在核桃种
植上，华彬平日里勤于管护、善于总结，对这些早已烂熟于心。

发展引路人，群众贴心人。 1965 年出生的华彬，当过代理教师，
外出务过工。 2003 年开始，华彬担任柴家沟村党支部书记，2015 年，
柴家沟村并入中原村后，华彬先后担任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

“我们党员就是为群众服务的，要成为群众可信赖、可依靠的主
心骨。 ”这是华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他积极发挥领头雁作用，根
据“优治理，美环境，兴产业”的发展思路，让村容村貌和群众生活彻
底变了样。

据了解，全村修建环山产业路 12 公里，硬化道路 12 条，建成
水渠 2 个、水窖 12 口，排灌和电讯等基础设施完备 ；培育乡土人
才 ，建好用好人才工作室 ，村上涌现出殷刚 、殷建 、黄龙成 、赵德
文、吴超等一大批乡土人才和返乡能人；围绕“山、林、田”三类资
源 ，通过 “党支部+市场主体+农户 ”模式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和
山林经济 ，做大做强做优 “土特产 ”,相继成立平利县中原牧业有
限公司、平利县凤之园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平利县长平食用蛙
养殖场等本土企业；扎实开展“扫干净、摆整齐、改旱厕、清污淤”
专项行动，建立了人居环境“镇有监督员、村有网格长、片有网格
员”的长效管护机制。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现如今，中原村“山上产业”
增效，核桃园、油牡丹、茶叶、绞股蓝、中药材园区“百花齐放”；“山下
养殖”壮优，生猪、牛蛙、生态鸡特色养殖“齐头并进”；高新技术企
业、龙头企业、农业园区“遍地开花”，实现了生态稳固、产业升级、村
民增收的多赢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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