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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隆冬时节，行走在平利县城关镇三里垭村贡茶
新村观光步道，整齐青翠的茶垄、碧波荡漾的池塘、白墙
黛瓦的徽派建筑映入眼帘，美丽乡村充满勃勃生机。

香气氤氲的茶垄里， 村民杨青文正握紧锄头翻沟、
施肥、覆土，躬下身子熟练地清除杂草。 谈及在茶园务工
的收入，杨青文扬起袖子擦擦汗，憨厚淳朴的笑容在脸
上绽放开来。 “现在上了年纪，体力活干不动了，在杨书
记的茶园里采茶、拔草、施肥，一年也能挣四五万，还能
照顾上老人小孩，已经很满足了。 ”

杨青文口中的杨书记是三里垭村党支部副书记杨
萍，正是因为杨萍对发展茶饮产业的执着坚守和敢想敢
干， 才将曾经村集体的低产荒地变成了如今的高效茶
园，把撂荒地变成了“打卡地”，带领村民实现 “因茶兴
业，因茶致富”。

回想起种植茶叶的经历，杨萍打开了话匣子。 “三里
垭被誉为‘贡茶之乡’，记得小时候，家家户户大面积种
植茶叶，风一吹就能闻到茶叶清新的香气，但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由于管护技术跟不上、销路打不开、种茶收入
低，不少茶农选择外出务工，茶园出现大面积撂荒，茶园
面临无人种植管护的尴尬境地。 于是，把生态资源利用
起来，让‘贡茶之乡’的名片亮起来的想法就在我脑海萌
生了。 ”

杨萍流转村集体土地种植茶叶的想法却遭到家人
的强烈反对。 “农业投入大、见效慢、周期长，收益还要看
‘老天爷脸色’，之前县上好几个流转茶园的企业都陆续

经营失败了， 我们都不赞
成种茶叶， 而且那时候家
里没多少钱， 一旦投资失
败 ， 一家人生 活 都 是 问
题。 ”杨萍的爱人杨存军说
道，“我咋也想不到， 她为
了种茶宁愿卖房子！ ”

性格直爽的杨萍向来
说干就干、干就干成。 “当
时为了流转 这 片 地 种 茶
叶， 我把县城边上的一套
房子都卖了 ， 凑了 80 多
万， 下决心解决茶叶销量
不高、销路不畅、品牌不亮
的问题。 我们改造提升老
旧茶园， 邀请农技专家开
展技术培训、 注册茶叶公
司和茶叶商标， 并开直营
店加强宣传推介。 ”杨萍说
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 ，杨
萍的努力没有白费， 在她
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下 ，

三里垭茶名声日甚，凭借着优良的品质，三里垭茶叶得
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和市场的认可。 2023 年，公司共
销售茶叶 9 吨，产值 120 万元，带动周边村民务茶增收
30 余万元。

随着茶园渐成规模，拓宽加固茶园观光步道，依托
茶园打造廉政文化园，三里垭贡茶新村逐渐成了附近村
民和县内外游客游玩的新选择。 看到游客接踵而至，杨
萍又有了新点子：“游客越来越多，但周边没有吃饭休息
的地方，正好县上在推进茶旅融合，鼓励发展绿色经济，
开餐饮、民宿生意肯定不错。 ”

2023 年 3 月，位于三里垭贡茶新村村口，可同时接
待 150 人，集餐饮、住宿、茶艺、露营、K 歌为一体的“贡
茶山庄” 正式投入运营， 成为县城及周边游客赏景、品
茶、休闲娱乐的热门打卡地。 “没想到县城周边还有这个
好地方，今天不但逛了茶山、品了贡茶，还在帐篷营地 K
歌、野炊，真是超出了我的期待，下次还会带家人朋友过
来游玩。 ”来自县城的游客张先生笑着说。

站在茶山向远处眺望， 杨萍聊起未来的产业规划：
“我将持续做精做优茶产业，提升茶园管护水平，规范生
产加工标准，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让三里垭‘贡茶’的
茶香飘得更远。 同时，在做好茶叶首位产业的基础上，在
延长产业链、丰富旅游业态上投入更多精力，为游客提
供可观光、可餐饮、可娱乐、可休憩的全面体验，带动更
多村民就近就业、实现增收。 ”

“这次我们准备了自家制作的酒、麻糖、豆腐干，还有农
场养殖的土猪肉烘干成的腊肉，肯定能大卖特卖！ ”1 月 26
日清晨， 平利县广佛镇东山寨村天顺农场的负责人谌杰带
着他的妻子秦晓红， 载着满满的土特产驱车来到了平利县
女娲文化广场赶集卖年货。

数年前还在山西煤矿务工的谌杰怎么也不会想到，几
年过去， 自己不仅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农村创业创新带头
人，更是邂逅了人生路上的“最佳合伙人”，一起将家庭农场
精心经营得风风火火，看着亲手制作的年货大卖，夫妻俩心
里乐开了花。

2016 年，谌杰响应发展产业的号召，办起了天顺家庭农
场。 “由于东山寨村海拔高，能种的农作物很有限，一直以来
村上的主导产业就是魔芋，2016 年的时候我种了大概 100
亩，现如今在此基础上多点经营、全面铺开，魔芋已经有 200
余亩了，此外还种了几百亩的中药材和核桃树。 ”谈起农场
的创业史，谌杰滔滔不绝。

“同时，种植养殖两手抓，生猪养殖从最初的三四十头
发展到现在两百多头， 蜂箱也从十几箱发展到现在两百多
箱了。 ”说罢，谌杰指了指山头上好几处密密麻麻的蜂箱和
不远处的养猪厂房。

随着天顺农场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 田间地头忙碌的
人多了起来，人手也越来越紧俏，正是这个时候，谌杰邂逅
了他最得力的助手--妻子秦晓红。 当时在外打工的秦晓红
听说村里办起了家庭农场，饶有兴趣地打听，得知是老熟人
谌杰办的，便毅然返乡当起了合伙人。 最终，天顺农场的经
营模式从“一人行”变成了“夫妻档”。 如今，这位老板娘成了
“多面手”，既是主厨，又是会计，对外还是一位出色的形象
代言人，撑起了农场的大半边天。

说起这对勤劳的夫妻， 东山寨村党支部书记杨昌学竖
起了大拇指：“他们两口子真是我见过最能干最能吃苦的
人，也很有生意头脑，我真是眼看着他们一步一个脚印，把
幸福奋斗出来了， 最了不起的是他们还能带着周围的人一
起致富！ ”谌杰不仅让自己的腰包鼓起来了，农场农忙季节，
一天最多用工 20 余人，请来务工的人不仅来自广佛镇内的
各个村，甚至还包括隔壁镇坪县，农场每年给周边农户发放
工资近 30 万元。

“刚开始我只是给农场的工
人们做做饭，大家都夸味道不错，
鼓励我们开办农家乐，开起来后，
村上的老乡也经常来我们这儿做
客， 帮我们宣传。 现在我们又多
建了几间房子， 客人来了既能和
好友聚会品尝我们的特色农家
菜，还有床位可以休息。 ”秦晓红
说道。

东山寨村是个避暑胜地，每
年到了盛夏时节，蚊虫较少，气侯
宜人， 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看着
流连忘返的客人，谌杰瞅准商机，把家里房屋进行了改造并
对外经营。 民房经过提升修饰， 这处普通的农家院摇身一
变，成了拥有 5 间客房，可容纳 10 人住宿，50 余人用餐的别
具特色的民宿。

天顺农场的前行之路越走越宽， 越走越快， 谌杰看在眼
里，喜在心上。 2023 年，广佛镇接连举办了“插秧节”“庖汤会”
等特色民俗活动，借着文旅这股东风，他带着妻子做好的各色
土特产前往活动现场的摊位展销，收获满满，不少来自西安和
安康的游客获得联系方式后约好时日前往农场品尝佳肴。

“我们的五味虹酒在 2023 年 8 月的时候成功注册了商
标，原料采用的是山上野生的五味子和陈年苞谷烧，满口回
甘，喝过的都说好。 此外还有杨桃酒、桑葚酒、木瓜酒、分筋
草酒，冬天下雪的时候，偎在柴火炉旁小酌一口暖暖身子再
好不过了。 不管春夏秋冬哪个季节来，天顺农场总有独有的
风景在等你。 ”谌杰憨态可掬地聊起自家酿的酒，脸上的笑
意仿佛已半杯下肚。

过去的日子里， 谌杰携妻子秦晓红成功走出了一条多
产业多业态融合发展新路子。 对于未来，谌杰有了更多的想
法：“现在露营这么火，我们刚好也有块平地，打造一下，来
年夏天可以在这里举行篝火晚会，年轻人可以在这里唱歌、
吃烧烤。 在产业发展方面， 我们这里有着水质良好的水资
源，我计划用农场门前修好的水塘引进冷水鱼开始试养，走
一条集养殖、销售、餐饮、乡村旅游于一体的致富路，同时为
乡亲们多创造就业机会。 ”

“最近几天，我们对水街河道安排了巡回保洁作
业， 让石牛水街以更好的面貌在春节假期迎接游客
的到来。 ”邹荣站在平利县长安镇高峰村石牛水街木
板路上介绍道。

两年前， 邹荣的人生航线在高峰村这片热土上
有了新的起点。 她满怀信心和期待，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烦琐冗杂的农村工作却让她有些力不从心，群
众客气且礼貌的疏远让她心中万分着急。怎么办？在
一次走访中，老书记李昌泰的一番话，让邹荣找到了
解决问题的窍门，民情需要脚步去丈量，民心需要实
干去赢得！ 于是邹荣白天入户走访，晚上挑灯夜战，
随着笔记本一起变厚的，是她对村情户情的了解，随
着笔油一起变少的，是村民们对这个小姑娘的质疑。

石牛水街美食一条街打造过程中， 也曾经历过
群众的不理解，邹荣一开始想不明白，为什么像这样
显而易见对大家好的事，却怎么也得不到支持。 经过
一次次的研判会、院落会，逐户走访讲政策、讲规划
图景，了解村民意愿，实现他们愿景，水街人居环境
整治终于顺利完成。 看着这水清、岸绿、景美的石牛
水街， 那些日子流过的汗和泪终是让她收获了群众
的认可和点赞， 也正是这些经历让她真切地感受到
自己的能力和心境都比往日更好更开阔。

两年来，邹荣走遍了高峰村的山山峁峁、家家户
户，她从内心深处把村民当作家人，经常挨家挨户上
门走访，关心村民日常，小到孩子成绩，大到婚丧嫁
娶，她总是能帮就帮，能拉就拉。 谁家过的有点困难，
她格外放在心上，每周都要去家里串一串门，唠一唠
家常，问一问、看一看，力所能及地为他们排忧解难。
“正宗农家散养土鸡，肉肥、味美、又健康，有需要的
快快来找小邹！ ”有一段时间，微信好友们被邹荣发
的这条消息轮番“轰炸”，看到她这么卖力的在朋友
圈为村民“卖货”，询问后才得知，村民包盛平照顾年
迈双亲，无法外出务工，勤劳的他在家养鸡养蜂、种
植绞股蓝补贴家用，邹荣在入户了解到这个情况后，

想着一定要把这个“勤快人”拉一把，她马上联系茶
叶销售点，帮助解决包盛平家绞股蓝销售难的问题，
又热心地向单位同事、 亲朋好友推销蜂蜜来扩宽销
路。 “有了小邹跑前跑后的帮忙，我的担子轻松多了，
多亏这小姑娘帮了我们家大忙。 ”说到邹荣，包盛平
满是感激。

两年的驻村生活， 邹荣不仅承担着村上巩固衔
接各项工作，还主动参与了矛盾调解、防汛防滑、征
地拆迁、老旧小区改造等重点工作，当过“热锅上的
蚂蚁”，也接过“烫手的山芋”……桩桩件件现在想起
来，尽管有委屈有泪水，但都是她美好的回忆。

住在街道边的饶老太， 平时有捡拾废旧纸箱纸
壳在家门口乱堆乱放的习惯， 房前屋后的环境卫生
很不美观。 村里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后，饶老太家理所
应当成了重点整治对象。 由于老人年事已高，生活习
惯一时半会很难改变， 邹荣和村干部多次上门都吃
了闭门羹，为了解决问题，邹荣不停和干部一起“开
小会”想办法，后来他们继续上门，从“嘴巴劝”换成
了“动手干”，眼看着村干部经常来帮忙收拾，饶老太
看着房前屋后的变化也逐渐理解了邹荣的一番苦
心，自己也慢慢开始收拾整洁，现在，谁经过她家门
前都要夸一句“嘿，这下又干净又整齐了！ ”

长安硒茶小镇、 石牛水街等知名景点都位于高
峰村内，每到节假日这里游客如织，这也对村里的环
境卫生带来不小挑战， 除了统筹安排公益岗人员对
村里卫生进行清扫， 邹荣还同村干部一道组织村民
定期开展 “卫生之家”“星级文明户” 等典型评选活
动，动员村民向典型看齐，充分激发群众参与人居环
境整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契
机， 健全完善村规民约，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引导作
用，带领村民转作风、树新风，引导村民自我教育、自
我管理、自我约束，营造向上向善的良好风尚，形成
农村人居环境共建共治共享新局面。

如今的高峰村，阡陌纵横、道路通畅，文明新风
盛行 ，群众安居乐业 ，产业发展稳中有序 ，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作为国家级生态村、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的长安镇高峰村， 依托良好的水生
态 、水资源 ，推动茶饮产业提质增效 ，依托女娲银
峰公司管护好 3200 亩精品茶园，推进 800 亩低产
茶园改造，逐步扩大夏秋茶生产规模，实现茶叶资
源全利用。 通过盘活洪福茶山、仿唐茶城、石牛水
街旅游资源，打造洪福茶山茶廉文化基地，新建石
牛水街、花卉廊架等打卡观光点，推进茶旅融合发
展。 石牛河流经该村，沿着河岸观光步道漫步，只
见水清岸绿 ，徽派民居掩映 ，宛若进入江南水乡 。
2022 年底， 陕西省河长制办公室印发 《关于命名
“陕西省幸福河湖 ”的决定 》，石牛河被命名为 “陕
西省幸福河”。 近期，省水利厅发布第十三批省级
水利风景区，平利县石牛河景区榜上有名。 春节期
间，石牛水街将同步常态开展文化演出活动，拉动
核心景区旅游消费，举办“庆元宵、贺新春”烟火表
演、传统民俗展演、石牛水街“激光灯秀”等主题活
动，有效推动产、城、人、文全方位发展。

回望这两年驻村岁月，邹荣用脚步一遍一遍丈
量着高峰村，她的心也留在了这，漫步在村里的茶
园中，看着村美民富的高峰村，她觉得两年时光没
有虚度，路上她曾经以为的“急流”和“险滩”，更像
一场激流勇进的“冒险”，再回首，轻舟已过万重山。

在繁忙的城市中， 每个人都需要一份美味的
早餐来开始新的一天。 麻辣牛肉米线、牛肉夹馍、
麻辣烫夹馍等单品是老城美食的有力组成部分。

“老来家”位于鼓楼西街 6 号，店面虽小，上述
美食却都囊括其中。 老板来波和老板娘马莉从
2008 年开始在这里开店，到现在已经走过十六个
年头。

老板娘马莉是一个对美食充满热爱的人。 她
对美食有着敏锐的嗅觉。在她的心中，早餐是一天
中最重要的一餐， 能为人们提供所需的能量和营
养。十六年中她日复一日地不断研究和改良，肉烂
汤浓的麻辣米线美味升级， 小店的经营种类也不
断增加，能满足更多口味的需求。

虽然种类多了， 但最火爆的依然是那一碗醇

厚浓郁、香气扑鼻的麻辣牛肉米线和牛肉夹馍。美
味的秘诀自然是老板来波的精心制作， 汤底要用
鸡肉加牛骨熬制，再选用花椒、香叶等 20 余种香
料精心炒制， 完成后将两者合二为一在炉子上熬
煮，这一系列工序完成后，麻辣米线的灵魂汤底也
就制作完成。

麻辣鲜香这一口味怎能少了牛肉这一完美搭
档，选用黄牛背脊肉，漂洗干净后进行煮制，再改
刀厚切成小块， 加入老板娘马莉的秘制调料进行
翻炒，最后放在炉子上慢蒸，让牛肉吸满汤汁和味
道。 醇厚浓香的牛肉夹进酥脆的烧饼里， 一口下
去，口感丰富、满是滋味。

“姨，一碗米线、一个牛肉夹馍。 ”每天早上，这
样的标准搭配都会被点单无数次。 但除了这个，
“老来家”还有更多选择，如馄饨、菜夹馍、麻辣烫
夹馍等。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美食爱好者的强烈建议，
“老来家”的营业时间延长到了晚上 10:00，并且在
线上平台提供外卖服务， 让更多的人能品尝到这
一口老味道。

无论你是上班族还是学生，在路上匆匆而过，
想找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地方享受美食，“老来家”
都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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