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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开“菲儿姑娘”杨飞的抖音，头像框里的姑娘明眸善
睐、顾盼生辉，背景里的绿水青山，映照出婀娜多姿的娇俏身
影。

这是在恒口示范区梅子铺镇的南月村， 一个长年安静，
鲜少有陌生人光顾的村庄。 岁月在这里仿若缓慢嘀嗒的水
流，凝滞到甚至有些单调。 留在村里的，大多都是劳力匮乏的
中老年人，守着几亩薄田、几头牲畜过日子，任何人家的一点
动向，都能在不大的村子里泛起涟漪，引起村人的无止讨论。

2020 年年底，当杨飞带着妹妹李萍萍回乡拍摄短视频的
时候，村里人的眼光大多都充满了不解。 “他们就觉得这两个
年轻人一天不干正事，每天好像就知道满山乱窜。 ”想起刚回
到老家时听到的议论声，杨飞不免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而回归到现实的处境，当时姐妹俩的行为也的确很难用
三言两语向村里的大爷大娘们解释清楚。 索性直接做吧，带
着拍摄设备和不多的积蓄，杨飞带着姑表妹李萍萍，钻进了
大山，在离老家不远的地方，租赁下一个 130 多平方米的农
家小院，开始了她们归隐田园，却在互联网上大放异彩的新
生活。

“姐，我们今天吃啥呢？ ”“不要着急，姐给你做烩面片。 ”“公
主今天吃啥呢？ ”“我要吃炒腊肉。 ”类似这样的对话场景，时常
出现在抖音账号“菲儿姑娘”发布的视频中，100 余个精心拍摄、
剪辑的视频里，杨飞和妹妹李萍萍以农家小院为背景，做出了
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 冬雪纷飞时，她们支起灶台，在屋
外炖一锅香气四溢的腊排骨；秋高气爽时，姐姐带着妹妹在菜
园子感受丰收的喜悦；盛夏炎炎时，姐妹俩在河岸边与自然来
一场亲密邂逅；春生草长季，山里的野菜也能经过姐姐杨飞的
巧手，变成一桌美味佳肴。 四季匆匆流淌，姐妹俩乐此不疲，在
山水怀抱安享着一方天地里的静谧悠然。

然而当我们把镜头拉近，亦会发现，出现在镜头里的，并
不仅仅只是烟火人间的乡愁气息。 在满是美食美景的诗意画
卷中，姐姐杨飞的手指因为常年干农活已变得粗粝，妹妹李
萍萍也会因繁忙而累到喘息，除此之外，她们还要克服山里
的诸多不便， 在跌跌撞撞中学着解决以往从未面对过的困
难。

回溯过往岁月，姐妹俩其实很早就离开了农村，对乡下
的农事既熟悉又陌生，但当她们决意回到老家，内心深处对
乡土的情怀便深深地被激发出来，由此生发出在乡土间闯出
一条新路的想法。“2020 年的时候，我和妹妹李萍萍因为各自
的原因决定回到老家，看到网络上有很多拍摄乡村美食的博
主发布的视频，他们在积累了一定的粉丝量后，通过直播带
货、销售产品等渠道，收益十分可观。 便想着自己也来做，加
之我本来也非常喜欢做饭，和妹妹商量后，两人一拍即合，就
回到村里，在南月村村委会的帮助协调下，找到了现在这座
小院，拍摄的过程，我们其实没有过多策划特别的创意，每天
的日子一日三餐， 就顺着生活的节奏做一些陕南农家菜，发
布到网络上，没想到很多网友都特别喜欢，尤其是外地的安
康人，经常给我私信，问我怎样能买到视频里的腊肉皮豇豆、
豆辨酱、竹笋、干洋芋等农土特产，后面顺其自然，我们就开
始更多地和农户接触，收购他们的农产品，再通过直播展示，
把大山里的产品销售出去。 ”在杨飞的讲述中，两个年轻的姑
娘，通过互联网短视频浪潮，用擅长之事将自己送到风口之
上，最终走上了助农主播的发展之路。

在姐姐“菲儿姑娘”的账号积累了一定粉丝量的同时，妹
妹李萍萍的短视频账号“肉肉”也通过发布陕南农村的家长
里短积累了一定人气，两个账号的相继养成，让姐妹俩坚持
拍摄短视频的信心与底气更足。

去年冬天， 姐妹俩一口气在山里农家收购了 10 余条跑
山猪，经过一个多月的忙活，她们将其加工成腊肉腊肠，通过
直播推介，很快销售一空。 “就是因为前期坚持不懈地拍摄短
视频，积累了几万粉丝，收获了几十万的点赞量，我们收购的
农产品才销售得比较顺利。 基本上百分之七十的消费者都是
在外地的安康人，其余的我们也会送到本地同城，还有一些
餐馆也会找我们订货。 ”人气的日益火爆，让姐妹俩的视频创
作不再是闭门造车式的主观创造， 她们会根据网络上的反
馈，做一些更加迎合大众的特色美食。 在这个过程中，与村里
人打交道的频率也渐渐增多。 杨飞回忆道：“去年我们有几次
主动上门问村里的农户有没有多余的农特产能卖给我们后，
村委会的干部知道了， 后面就把我们加到他们村集体的群
里，我们需要啥，在微信上说一声，就会有村民把东西送上门
来，除了收购十几头猪，我们还收过农户种的辣椒、白菜，做
的盐菜、干货等农副产品，基本上村里生活的人岁数都蛮大
了，只要他们送来，我们就会收，不会说有挑挑拣拣去压价的
情况。 ”因为价格公道，为人热情友善，姐妹俩干的事也渐渐
得到了村里人的认可点赞。 李萍萍笑着说：“刚开始我和我姐
拍视频，不仅村里人当热闹看，我们家里人也是不理解的态
度，现在慢慢做出一点效益了，还能帮助大家增收，父母也不
再反对，都支持我们把这个事继续做好。 ”

春去冬来又一年，看着视频的播放量越来越好，加上前
来咨询农土特产的网友也越来越多。 今年，姐妹俩加大了收
购量，从农户家预订了 20 多头跑山猪，准备趁着年前，陆续
加工成腊肉腊肠，再经过真空包装，通过网络销售到天南海
北，给漂泊在外的安康游子带去老家的慰藉。

采访次日，姐姐杨飞就马不停蹄赶回村里，联系叔伯婶
子们帮忙准备杀猪的事宜了，寒冬时节，在 0℃左右的室外，
性格沉静温柔的杨飞早已把自己锻造成 “女汉子”， 撸起袖
子、架锅烧火，腌制腊肉，再做一桌好饭，招待前来帮忙的乡
亲们。

腊肉熏制的时段，往往也是姐妹俩最忙碌、最辛苦的时
候。 “熏腊肉不能用大火，而且火气还不能断，经常就是一熬
一个通宵，等着腊肉经过时间的洗礼，一点点把水汽烘干，变
得色香味美。 ”姐妹俩异常珍惜来之不易的点滴成绩，每一个
消费者的需求，他们都牢牢记在心里。 “有的客户想要肥一点
的，有的想要瘦一点的，我们都会分别记录打包，再送一点其
他的产品一起打包，让远方的客人尝尝安康味道。 ”

两年多的时间，山里深深浅浅的小路被姐妹俩走过无数
遍，原本荒烟蔓草的农家小院也改头换面，变得整洁靓丽。 村
里的农户因为不再发愁农产品卖不出去，也更加积极主动地
加大养殖、种植数量，借助姐妹俩的人气，将土鸡土猪、瓜果
蔬菜变成手里的红票子，让日子越过越兴旺。

从羞答答的小姑娘到“十八般武艺俱全”的短视频博主，
杨飞和李萍萍正沿着当初预想的轨迹那般，一点点将自己的
生活打磨出了新的华彩与辉光。 面对未来，姐妹俩依然想法
一致，那就是继续围绕“三农”主播的路径走下去，把路越蹚
越宽敞，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人鼓起钱袋子，过上好日子。

初见况长林时，他正准备出门到县城，安排参加“惠润
安康 乐购汉阴”———2023 年双十二线上线下电商消费节
活动的事宜。 因为记者一行的到来，他将计划好的行程按
下了暂停键，迎着冬日暖阳，讲起了他与农业结缘的过往。

出生于 1970 年的况长林，是地地道道的汉阴人，在被
青山绿水环绕的蒲溪镇盘龙村， 留下了他成长的串串足
迹。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他便离开了安康，后来留在兰州安
家立业，开过饲料厂，养过猪，甚至跨界与人合伙搞起了矿
场开发，生活的重心从陕南小村转移到陇原大地，一度，他
未曾想过回来。

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 2015 年，适逢“十三五”初期，脱
贫攻坚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农产业蓄势待发，围绕“三
农”的一切事项，如高速运转的马达，为古老沉寂的村庄注
入了新的活力。

况长林就是在这个时候，因汉阴县政府招商引资项目
的落实，“归雁”计划的感召，加之日渐年迈的父母需要陪
伴照顾。 多重因素的叠加，最终让他下定决心，回到了这片
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开启了他的返乡创业路。

“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想好具体要做啥， 还在老家盘龙
村当了一届村委会副主任。 后来考察了很多项目，发现菌
菇产业相对其他农业项目来说，还算是投资小、见效快的
产业，我就开始着手流转土地，建大棚，种菌菇。 ”

行动派的况长林说干就干，迅速成立了汉阴县益康现
代农业园区， 在蒲溪镇公星村流转了 50 亩土地， 栽种香
菇、羊肚菌、姬松茸、木耳等菌菇类产品。 “做农业需要很大
的耐心和智慧，最早我们搞开放式种植，除了我自己的园
区，还在别的乡镇种植回收，走了很多弯路，可以说是用金
钱和时间买下的经验。 后来把三产融合链条打通后，我这
块就把种植面积控制在一个既能高效管理，也有经济效益
的规模，走智能化农业、数字农业渠道，更多的精力放在加
工销售端，这样既能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到生产环节，也使
得产业链条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更好地助力乡村振
兴。 ”谈及做农业的门道，况长林打开了话匣子。

在公星村 7 组，川道边平整肥沃的土地赋予了农业得
天独厚的发展优势，走进如今已扩张至 200 亩左右的种植
基地，一个个塑料大棚整齐划一地耸立于此。 大雪时节，刚
上架不久的吊袋木耳已经冒出了星星点点的蓓蕾。 况长林
介绍说：“传统的木耳种植需要把菌种放在椴木上， 成本
高，空间利用率低，我们目前采取的立体挂袋种植技术，采
取悬挂摆放的方式，相同面积下，栽培数量是传统地栽木
耳的 6 倍，虽然摆放的时候要耗费一定的精力，但是节约
了土地的使用面积。 此外，吊袋木耳因为在大棚里生长，受
天气影响比较小，品质纯净无污染，一个生长周期下来，节
水又节能。 同时，因为我们的木耳袋料都是回收当地的桑
枝果木、废旧秸秆制作成的，一方面营养成分更加充足，另
一方面也实现了废物利用，有利于生态环保。 ”

暑往寒来数年间，况长林几乎将全部的心力都投入到
了自己苦心经营的菌菇产业上， 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益
康现代农业园区载誉无数，汉阴县专家工作站、安康市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管理示范单
位、市级就业扶贫基地、乡村振兴贡献奖等牌匾张挂在办
公室的里里外外，他本人也获得多项荣誉，不久前，刚拿到
由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颁发的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
“头雁”项目结业证书的况长林，又带着学习到的新本领，
继续奔忙在山乡大地的沟沟坎坎。

对于况长林来说，9 年农业历程，收获的不仅仅是一本
本证书。 尝过创业的酸甜苦辣，土地教会他的事，是人定胜
天的意志，是旷野里一朵小蘑菇也能带给庄稼人的丰厚回
报。 在蒲溪镇政府及陕煤集团的帮扶下，益康现代农业园

区的菌菇产品已不愁销路，通过 832 平台，善融平台以及
线上线下的其他渠道， 菌菇产品产多少就能卖出去多少，
这也给了况长林继续壮大产业的信心。 “农业投资的重头
还是在于重资产的建设，下一步还是想扩大生产加工厂房
的建设，成立乡村振兴孵化园，把种植大棚承包给农户，我
们做好技术服务，加工销售，打造特色高端品牌的菌菇产
品， 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的同时， 带动更多村民兴业致
富。 ”

长年累月里，跟着况长林活跃在菌菇大棚内的村民越
来越多，他们或受限于家庭因素，或自身条件的局限性，在
很长时间内，都没有稳定就业的渠道，益康现代农业园区
的落户为他们原本单薄的生活带去了希望。 今年 45 岁的
村民张昌英告诉记者，“以前在外地打工照顾不了家里，回
到老家后也没有好的工作岗位，只能待在家里干着急。 自
从益康现代农业园区成立后，我就一直在这里上班，负责
库管包装，每个月拿固定工资，离家近，收入稳定，日子越
来越有奔头了。 ”同样因此受益的，还有 50 余岁的村民邝
秀荣。 “我年龄大了，出去找工作也不好找，在这里负责质
量品控，兼职财务，待遇上从没有亏过我们，工资每月都稳
定发着，我很知足了。 ”村民感激的话语，凝聚出涓滴成海
的力量，让况长林在奋力壮大产业的过程中，更添信心与
责任。

随着益康现代农业园区的菌菇产销两旺，无数个弯下
腰肢，在黄土地讨生活的乡亲被镶嵌到产业链条上。 高峰
时期， 曾带动全县 4 个镇 9 个村集体的村民因菌菇致富，
因产业圆梦。

而今，当月河畔的微风吹向田野，大棚里的菌菇一茬
又一茬地冒出，况长林眼角的笑容便缓缓荡漾开来。 回乡
数载，鬓边白发日渐增多，皮肤也变得粗糙黝黑，但当他看
着一朵朵蘑菇、木耳从袋料里钻出来，越来越多的村民来
向他请教种植技术……劳作奔忙的辛酸都化作了满心的
骄傲。 “我就是一个农民，能把产业做大做强，为乡亲们做
点有意义的事，再辛苦，都值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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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天灰蒙蒙的，太阳还没撕开晨雾的面纱，很多人还在香甜的睡梦中，东关正街的尔

尼烧饼店已经开门营业。 “基本上都是三点到三点半起床，有时候客户第一天预定多，
两点就要起来。 ”来有波的妻子说道。

初冬时节，东关正街上寒风阵阵，烧饼烤出来的面香夹杂着菜油和苜蓿的香味，尔
尼烧饼烤炉里生活的烟火气让人平静，也让这座城市的晨幕时分暖意浓浓。

“老板，给来 15 个双面芝麻，我下午的飞机到广州，这会买回去是不是要敞开？ ”
“敞开放，吃的时候薄薄地洒点水在烤箱或者微波炉转一会就跟刚出锅的一样。 ”店主
来有波夫妻二人是从父辈手中接过了这家有近 ３０ 年历史的烧饼店， 今年已经是他们
接手经营的第九个年头。

想要制作一个金黄酥脆、入口回香的烧饼，各个环节都得精准把控。虽然只有两个
人，来有波夫妻“分工明确、有分有合”。 和面、揉面、撒料、拆面...光滑的面团在老板娘
的手中三两下就变成一个个可爱的圆饼整齐排放在案板上，撒好面浆水和芝麻，在擀
好的面皮上涂抹一层油酥再卷起，就为麦香注入了灵魂。到这就该老板来有波上场了，
经年累月的与烤炉打交道，他早已形成“肌肉记忆”，双面芝麻、外酥里软的咸香烧饼
20 分钟一锅，什么时候放饼、什么时候翻面、什么时候出炉他都了如指掌。

“街坊四邻对我们支持， 好多在外地的安康人或者来安康旅游的外地人也会留我
们的微信，需要了我们给邮寄过去。 ”每天八点左右，烧饼炉前上班的、送孩子的、上学
的街坊排起队，买上几个饼，开启安康人一天的生活。

可是对于儿子来说，父母的生意是“甜蜜的负担”。 “娃子担心我们的身体，经常打
电话劝我们注意身体，实在太累就不做了。 ”来有波夫妻明白儿子的苦心和孝心，但是
父母的手艺也让儿子引以为傲，时常会把他们做的烧饼带给舍友、同学，也会在寒暑假
有空来帮忙，让夫妻两人忙在手上甜在心底。

来有波是老城街道东关社区的老党员，自身言语少，但是信念坚定，他时常笑着
说，虽然卖块把钱的东西，好的面粉、好的菜籽油、地道的调味品、干净的案板，一样都
不能少。

“赚的都是辛苦钱，但想着有这么多老街坊老顾客牵挂着这一口，我也有成就感、
有干劲。 把烧饼做出家的味道，就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老板娘动情地说道。

来有波夫妇：
尔 尼 烧 饼

通讯员 熊彬彬 李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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