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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波荡漾一抹香，书影摇晃醉未尝。 轻啜半盏甘
若露，俯首叹觉韶光长。 ”撕开一袋茶粉倒进杯中，用热
水轻轻一冲，无须复杂的泡制，便可得到一杯浓郁的茶
汤，汤色澄净无残渣，口感甘醇鲜爽，方便时尚的“现代
范儿”改变了传统饮茶的体验方式。 而让很多人没想到
的是，这杯茶叶的原料和创造饮茶新体验的人，都来自
位于大山深处的平利县兴隆镇。

说起这杯茶，不得不提起宋兵。 1978 年出生于平利
县兴隆镇的宋兵，1996 年考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
学院。 2000 年毕业后，他先后在多家企业工作，掌握了
基本的食品工艺流程和成本、质量控制技巧，荣获“陕
西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可尽管在外打拼得很成功，宋
兵的心头始终萦绕着对故土的眷恋，无数次午夜梦回，
他的脑海中， 总会浮现出家乡的一草一木， 青青的茶
山、潺潺的流水，让他的故园情怀与日俱增、愈发浓烈。

因为心头对家乡的记挂，2014 年， 宋兵毅然决然地
从企业辞职，带着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攒下的家业，回
到家乡创业。基于自己的食品专业背景，宋兵经过大量的
调查研究，发现老家的夏秋两季茶利用率不高，心头不免
觉得可惜。“这是巨大的浪费！这么好的茶叶，这么优质的
资源，得想个办法变废为宝。 ”另辟蹊径的宋兵，针对夏秋
茶茶多酚含量高的特点， 同时基于茶叶深加工对原材料
外形要求低，以及茶粉、茶多酚等广泛应用于食品工业添
加剂、饮料、保健品、化妆品等消费领域的现实条件，看到
了夏秋茶的广阔前景，率先进军夏秋茶深加工领域。

眨眼间，时间来到了 2016 年，在宋兵的努力下，安
康市圣泰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 宋兵积极
联合西北大学等高校，开始实施富硒速溶茶产业项目。
通过攻关茶粉制备、茶粉风味保持、有机态硒分离等技
术，他逐步解决了安康富硒茶利用率低、附加值低、产
业规模小、品牌影响力不强等问题。

据宋兵介绍，茯茶是一种中国传统的茶叶，常被当
作药用，与普通茶叶不同的是，茯茶具有天然的富硒特
质，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 富硒茯茶粉的制作过程十分
特殊，不仅具有传统茯茶的香味和口感，茯茶的天然富
硒性质也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除了饮用，富硒茯茶粉还
可以用于烘焙、烹饪等多种途径。 例如在蛋糕、饼干、面
包等烘焙食品的制作中，添加一点富硒茯茶粉，便能为

食物本身增添风味 ，
其营养价值也会更
高。 同时， 富硒茯茶
粉还可以用来制作各
种饮品， 例如茯茶拿
铁、茯茶红枣汤等。

从来创业维艰 ，
在发展壮大的过程
中， 宋兵难免会有分
身乏术之时， 就在此
时，他遇到了吴宗军，
两个人 “一拍即合”。
穷人孩子早当家 ，为
了改变家境，1988 年
出生于兴隆镇的吴宗
军，先后外出在河北、
贵州、广东等地打拼，
干过销售，进过外企，
做过快餐。 得知宋兵
的公司需要大量原料
时， 吴宗军毅然决定
返乡创业与宋兵展开
合作， 成立平利县圣
泰农业工贸有限公
司。 在两人的努力下，

公司建立了初加工生产线，现拥有基地 1800 亩，带动兴
隆镇发展茶园 6000 余亩，每年收购县内广佛、西河、大贵
等镇的夏秋茶鲜叶近 300 吨。

经过多年发展，如今，安康市圣泰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已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市级重点“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安康市科技型“小巨人”企业，拥有“圣
泰”富硒名优茶、“茜小施”系列富硒速溶茶粉、高纯度茶
多酚及儿茶素系列产品，主打“微生态富硒冷萃技术”的
营养健康组合体茶饮。就在公司的各项业务都步入正轨、
企业发展蒸蒸日上之时，又一个好消息传来，为企业进一
步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9 年 5 月，圣泰公司拿到
出口牌照，产品销售渠道再次拓宽，开发出的多个产品先
后销往东南亚、中东和中亚的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 由于
打通了外贸渠道， 漂洋过海的富硒茶饮产品很快也赢得
了海外友人的青睐与喜爱。 2022 年 4 月，圣泰公司获得
迪拜世博会“中国茶叶出口企业”金奖。 宋兵个人也先后
荣获安康市返乡创业优秀企业家、 安康市民营经济运行
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主持省、市级重点产业开发与科
技项目 5 项，获得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1 项，授权国家
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11 项。一项项殊荣印证着宋兵当年的
选择，让他在创业兴业的路上更添奔头与信心。

2023 年年初，第一届陕西省秦创原博士后创新创业
大赛对获奖的项目举行了颁奖仪式， 由圣泰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和西北大学联合申报的项目“有茯同享”———创新
性茯茶深加工产业链项目在本次大赛中荣获优胜奖。 项
目由西北大学食品学院院长岳田利教授和宋兵合作，长
期立足于陕西夏秋茶资源转化利用率不足和茶叶产品消
费端创新性较弱的产业瓶颈问题，采用精深加工、综合加
工和循环加工的科技赋能形式， 从供给侧延长茶叶产业
链，提升茶叶产业资源的附加值。同时在消费端充分探索
和挖掘消费者对于新式茶饮的消费诉求，从健康、口味和
便捷消费形式等方面， 丰富陕茶产品矩阵在消费端的竞
争力。

让深山茶拥有“现代范儿”，“养在深闺有人识”并阔
步走向世界，是宋兵初心不变和不懈奋斗的见证。望着自
己一手打造出的满山青翠，宋兵的眼底尽是期许，一杯好
茶，饱含着他对乡土的无限眷恋，对桑梓的深情厚谊，让
家乡山水和父老乡亲因茶而富、笑颜尽展。

“朱大爷，有人需要腊肉 150 斤！ ”寒冬腊
月，顾不上一大早天冷路滑，龙显浩连忙从村
委会出发，上门将这一订单喜讯告诉给村民。
“村民黄龙家里有土鸡蛋，请大家帮忙销售！ ”
下班后，刚放下饭碗的龙显浩想起了这茬事，
连忙将信息编辑好发布在朋友圈里。连日来，
平利县文旅广电局驻八仙镇百好河村第一书
记龙显浩已然成了帮助村民销售农副产品的
“推销官”，从早到晚一刻不得闲。

从机关到村上，从身入到心入。一条条政
策宣讲、一项项为民举措、一件件纠纷化解、
一次次上门服务， 龙显浩逐渐体会到群众的
热忱期盼、领悟到第一书记的职责使命，他和
镇村干部一道，用真心、显真情、出真招，让百
好河的“好”成色更足、村民生活更富。

平利县八仙镇百好河村山大沟深， 空心
化、老龄化是普遍现象，但好在村上的生态资
源还算丰富，更不乏生猪、山羊、魔芋、茶叶等
好产业。 可由于资金、 技术等现实条件的掣
肘， 长期以来， 这些产业都无法形成较大规
模，收效甚微，村民也渐渐没了发展动力。

看到村上的困境，龙显浩急在心头，经常
与县级部门、企业积极对接，从各个渠道争取
资金支持，鼓足干劲帮助村民发展产业。村上
有一对兄弟唐祖文、 唐祖卫， 在五组养殖着
400 多只山羊， 高山之上交通不便、 没有信
号， 艰苦的生活条件却从未磨灭两兄弟的创
业激情。为提高山羊存活率，他们需要进行分
栏管理， 将养殖场改造升级， 但苦于资金不
够，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第一书记龙显浩多次联系平利县邮政储蓄银
行，邀请相关负责人到实地核实产业情况，为
两兄弟办理了 30 万元贴息贷款，让他们的山
羊养殖产业进一步扩大。贴息贷款下来后，两
兄弟的燃眉之急解决了， 黝黑的脸上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 见到这一幕的龙显浩欣慰地说
道：“看到你们笑了，跑的那些路也就值了，我
想尽我所能，扶持一家是一家，希望有一天，
百好河村的老百姓不用再出远门， 在家门口
就能把钱挣了。 ”

在村里转一转，和村民聊一聊，便会发现
百好河村与以往大不一样。 村民陈大爷感慨
地说：“看我们现在环境多好， 以前可不是这
样，村民家门口乱堆乱放的情况特别普遍，看
着就乱糟糟的，现在大家都注意卫生，家家户
户都主动把门前屋后拾掇得干干净净， 这都
多亏了龙书记呀。 ”事实
也的确如此，为进一步改
善人居环境，提高村民生
活质量，龙显浩与村“四
支队伍”一起，持续不断
地大力宣传提升人居环
境的重要意义，提高群众
思想认识，改变落后的卫
生观念，从政策、补贴等
方面充分调动群众的主
动性、积极性，并通过志
愿服务、 民风积分等活
动 ，引导群众“共扫门前
雪”， 形成有制度、 有标
准、有队伍的人居环境管
护长效机制。 “那时候不
光是垃圾熏人，厕所更熏
人。 冬天上厕所冻得不
行， 夏天又是蚊蝇乱飞，
味道难闻。 现在好了，村
里有志愿者在河道捡垃
圾，垃圾清运员会按时到
家里来收垃圾，我们家改
成了室内厕所，铺上了瓷
砖， 添置了抽水马桶，安
上浴霸还能洗澡。 ”提起
村里环境的新变化，村民

蔡忠军亦是赞不绝口。
自驻村以来， 龙显浩坚持每天留出时间

走田间、进猪棚、看羊圈、入农户，只要是村民
的事，需要“搭把手”的，龙显浩都有求必应。
村民朱德志为了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 几年
前在家中办起了一个小规模养猪场， 女儿一
直在外务工， 后来一向强壮的女婿因为身体
原因无法从事高强度工作， 养猪场的担子全
部落到了朱德志的身上，看着几十头猪，他开
始犯愁， 但想着要尽自己所能帮儿女渡过难
关，他便坚持每天一边管理养猪场，一边下地
做农活补贴家用。 为切实开展帮扶，龙显浩积
极衔接，争取适用政策。 同时，自己摇身一变
成了“销售员”，通过发朋友圈、微信群转发、
上门推介等多种形式，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单
位同事广泛推荐朱德志家的猪肉产品， 帮助
解决销售难题，赢得了村民的认可。 “龙书记，
我真不知道该咋感谢你。 ”拉着龙显浩的手，
朱德志的眼中泛着晶莹的泪光。

好产业、好日子、好服务......百好千好，归
于一好， 那就是父老乡亲们的称赞叫 “好”。
“别看龙书记年纪小， 为我们办的实事可不
少，大事小事我们都愿意听他的。 ”百好河村
百姓们你一句我一句的感谢， 正是对这样一
位脚沾泥土地与群众亲密相处， 沉下心真抓
实干的年轻干部最真诚的认可。 在龙显浩眼
中，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 要时刻把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挂在心上，敞开心
扉、以诚相见、推心置腹，和群众打成一片、情
同一家。 群众的喜事儿，共同欢欣，群众的难
事儿， 感同身受。 虽然工作过程可能是辛酸
的、曲折的，但群众的点赞叫好，就是对自己
最大的肯定与褒奖。

如今， 龙显浩早已将自己当作半个百好
河村人看待，难得的假日时光，他返回城里，
心中也总是牵挂着村里的父老乡亲。 “前两天
听李叔说降压药快吃完了， 我得找医院买了
带上去。 ”“孙大妈前两天给的资料要盖章子，
抽空赶紧办了去，别让老人家等急了。 ”思绪
放空的短暂时刻， 脑子里有关村民的事总是
不自觉地冒出来，提醒着龙显浩，群众对他怀
着一份赤诚的信任与期许。 岁末隆冬、气温骤
降，周一一大早，天刚蒙蒙亮，龙显浩就迎着
纷扬的雪絮，踏上了回村之路。 得知他要入户
的村民也早早地烧好热茶， 等候他们的龙书
记为自己答疑解惑，撑起新一年的好日子。

雪白绵软的糯米被包裹在清新、植物香气浓郁的粽叶里，不仅是一种备受老百姓喜
爱的小吃，更是中国人对健康平安的美好希冀和向往。

在汉滨区老城五星社区鼓楼西街，有一家从 1986 年就做起的小店，从最开始挑着扁
担沿街售卖到后来开店，凭借着甘甜回香的味道、公道的价格、热情的服务，在老城居民
中间口口相传，老字号“马家粽子”也成为老城美食体系中的重要一员。

走进店铺，便能看见热情精干的老板娘梁敏忙里忙外。 “别看一个小小的粽子，做起
来工序可是不少。 ”老板娘笑呵呵地介绍着。精选当地的竹笋叶、清水浸泡后上火煮软、沥
干后手工逐一将笋叶铺平备用，再将红豆煮烂搓成丸状冷冻，糯米也要提前浸泡四个小
时以上……待到这些流程全部准备完成后，才能用竹叶将其包成三角锥体，再用笋皮裁
成的长条捆绑结实，上锅蒸煮。

自从开了粽子店，梁敏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干活，几乎全年无休。 在接
手做粽子这 8 年时间里，虽然辛苦，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回报也是实打实的，对梁敏
来说，做粽子不仅是为了谋生，更是一份事业的继承，更是对父母手艺的认可和传承。
“做小生意不容易呀，都是赚的毛毛钱，但是再辛苦的事情也要有人去做，听到顾客的
好评，看到他们吃得开心，好像就没有那么累，感觉再辛苦也值得，慢慢坚持下来也就
习惯了。 ”

每到端午节气，鼓楼西街的粽子供不应求，很多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都到这里尝鲜。
“今年咱们老城街道办的端午集市主场就在鼓楼西街，主角就是粽子，好多外地游客来，
我都给咱本地人说先紧着远道而来的客人先购买，在我们心里，先让人认可安康，再是安
康美食。 ”梁敏热情地说道。

本地人常吃的粽子主要以豆
沙、燕麦仁、纯糯米为主，人气单品
豆沙馅粽子工艺最为复杂， 挑选红
豆煮熟、手动去皮、按压脱水、搓成
丸状、冷冻定型，最后才能包进粽子
里上锅， 以保证雪白的糯米不被红
豆染红。 为了适应时代的更新和食
客的需求，“马家粽子” 又推出了夹
沙糕、绿豆糕等新品，不仅让美味再
次升级，也赢得了食客的青睐。 “手
工粽子配上粽子糖稀，甜香软糯，令
人回味无穷。 糯米、豆沙、芝麻的完
美碰撞， 成就了手工粽子的醇香爽
口。 ”游客陈女士吃完粽子，不免竖
起大拇指真心地夸赞。 而除了粽子
外，在铁锅上，烤的外脆里糯的糍粑
也是让许多人心心念念的美味。

寒冬来临，在老城，坐在停在时
光轴上的老房子门口， 吃上一口甜
糯的粽子，入喉的除了食物的清甜，
熙攘的岁月也值得怀念， 诚如粽子
店门口经年不散的水蒸气， 当白雾
泛起，人们就知道，新鲜热腾的粽子
就要出锅了。

宋兵：
让深山茶有“现代范儿”

通讯员 陈力 邱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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