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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同学，这是给你带的书，要健康成长，好好学习。 ”
“屈大哥，今年卖猪挣了多少钱啊？开春了要不要扩大规模？”
“大姐，这雪天路滑，骑车一定要搞慢点啊！ ”春节前夕，市委
政法委派驻平利县长安镇双杨村第一书记杨诚最近也在“忙
年”。忙着走访群众，忙着把好安全线，忙着村民产业发展，忙
着谋划新的工作。

2021 年 8 月，杨诚一到双杨村，就思考着如何帮助村子
发展。他明白，要实现乡村振兴，根子在于要强健村子发展的
“主心骨”，杨诚将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驻村帮扶的
第一要务。经与村“两委”班子协商，完善了党建例会制度、理
论学习制度以及各项工作制度。对镇党委下达的各项工作指
标进行了明确分工，责任到人。 党员曹昌莉说：“以前我们也
开展一些学习活动，但次数少，主要以念文件为主。杨诚书记
来了以后，对学习抓得紧，结合村里实际，也有了更多讨论，
很多事情在大伙儿的讨论中就有了答案。 ”

在杨诚驻村的两年多时间里， 村支部力量不断壮大，1
名具有本科学历、2 名具有大中专学历的优秀人才进入村两
委班子， 村级事务处理效率和为民办事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用杨诚的话说：“只有让基层组织活起来，让广大党
员动起来，才能发挥基层组织的强大力量，在学习
中提高，在为民中进步。 ”

支部强建了， 如何让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又
成了杨诚的心头大事。 通过走访调研，双杨村的帮
扶重点和发展思路逐渐在杨诚的脑海里明晰起来。

“杨书记，你看多好的地，可是一到雨季，再好
的作物都让水冲了，你给想想办法解决啊！ ”听说
来了位新的第一书记，村民们找到他。 为了解决乡
亲们的生产难题，促进产业发展，杨诚从推动基础
设施建设上着手，积极向上级争取惠农利民项目，
先是从市上争取了小流域治理项目， 解决了 1000
余亩土地的防洪灌溉问题。 坚固的河堤、不断垒砌
的堰坝，也让双杨村的村民对这位第一书记有了新
的认识。

为了把群众的期待变成现实，杨诚带着对村上
发展规划和一个个详细周到、切实可行的项目计划
书，先后多次向上级争取到了含道路、水利、人居环
境整治等 8 个项目，实施了通组路、产业路、路灯亮
化、社区服务等工程，双杨村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改
善，“颜值”大幅提升。 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 然而
小散弱、辐射带动能力低的产业发展现状制约着双
杨村的发展。 为此，杨诚多方奔走，引进浙江温州
一家高科技养殖企业，投资建设平利县九昌鑫龙现
代农业产业园，辐射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迄今，
村上结合主导产业和区位优势，发展绞股蓝等主导
产业 7000 余亩，采取合办宽带合作社、土地入股招
商项目、债权入资优良企业等多种路径，不断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

在一起工程建设矛盾纠纷调解过程中，虽然村干部多次
组织调解，一方当事人坚持己见始终无法和解。 杨诚带着村
干部连夜走上山路赶到当事人家里，苦口婆心做工作，直至
深夜仍无法调和。 第二次清晨，杨诚和村干部又到达现场进
行调解，当事人心悦诚服，双方最终握手言和。

驻村，就是“驻”进乡亲们的“心窝里”。两年多来，杨诚走
遍了双杨村的山山峁峁、家家户户，扎实推进“321”基层治理
模式，挖掘培育 20 名“法律明白人”，积极开展民主法治示范
村创建活动，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
的好口碑。 2023 年 7 月底，双杨村党支部书记曹世顺、平利
县九昌鑫龙现代农业产业园负责人陈敏，分别将“驻村帮扶
办实事，巩固衔接暖民心”“招商引资促发展，服务保障显担
当”的锦旗送到市委政法委，表达了对驻村帮扶工作者的诚
挚感谢。

“第一书记，就应该克服各种困难，做到第一优秀、坚守
第一初心、扛起第一责任、解决第一问题，真心真情真帮实
扶，这样才对得起群众的信任。 ”杨诚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
做的。

临近新年，在汉阴县漩涡镇乡韵家园农家乐里，41 岁的
女主人杨秋红正在包装着干豇豆、干萝卜丝、豆腐乳、新鲜
魔芋豆腐、香肠、腊肉等 10 余种农家菜品，屋内橱窗里，这
些琳琅满目的农家美味和杨秋红获得的各类荣誉证书摆得
满满当当。

“我要赶紧把网友订购的农产品尽快打包发货，争取让
大家在大年三十的团圆饭桌上吃到我们制作的美味。 ”杨秋
红一边介绍着销售情况，一边手脚麻利地包装货物。

2017 年 3 月， 杨秋红看到大量游客在汉阴县的油菜花
旅游季到凤堰梯田游玩，由于自己一直比较喜欢钻研厨艺，
杨秋红就和丈夫汤自航商量， 决定利用自家的住房创办一
个农家乐。 由于杨秋红夫妻一直比较勤快，他们将自家种植
的豇豆、蚕豆等时令蔬菜加工成干菜，这样不仅可以延长菜
品的保存时间，还能为餐桌多增添一道风味菜品。

而随着就餐的游客数量不断增多， 杨秋红自家种的菜
蔬已经远远满足不了日常所需， 就开始大量收购左邻右舍
种植的农家菜制作干菜。 除此之外，每年冬季杨秋红还收购
附近群众散养的生猪熏制腊肉，满足游客的需求。

在农家乐用餐之后， 部分游客建议杨秋红把自己制作
的农特产品通过电商渠道销售给他们， 那样就可以经常吃
到他们喜欢的特色农家美食了。 2020 年 12 月份开始，杨秋
红把自己制作农家美味的小视频和图片发布到自己的微信
朋友圈，加了杨秋红微信的游客看到这些视频和图片后，就

把这些农家美味推介给更多朋友， 杨秋红农家
乐的名气随之不断提升， 在游客中的知名度也
与日俱增。

为了提高电商运营能力， 杨秋红陆续从镇
村两级了解县里的电商业务培训知识， 每次她
都积极参加电商业务培训， 向培训老师了解电
商方面的业务知识， 掌握短视频直播带货和客
户引流技巧。2022 年 6 月，杨秋红还在抖音橱窗
上架了 10 余种消费者比较喜欢的菜品，方便大
家在就餐时点菜。

杨秋红是个非常细心的人， 她不只是把农
家菜卖给网友， 而且还借助抖音短视频细心指
导网友烹饪农家美味的方法。 部分网友反馈自
己不会清洗腊肉时， 杨秋红就把清洗腊肉的方
法拍成小视频分享给网友。 还有部分消费者反
映腊肉煮熟了肉皮比较硬， 杨秋红就在腊肉发
货前把肉皮用柴火烧一遍， 煮熟的腊肉自然就
不会硬了，这既有效解决了消费者的困惑，又起
到了引流作用。

不仅如此， 杨秋红还经常借助抖音平台给
大家介绍农家菜的吃法， 比如说腊肉可以和豆
瓣酱一起炒，也可以和豆腐乳一起蒸，或是煮熟
后切片蘸调料吃， 顾客由此解锁了腊肉的新吃
法， 这就为自家的农家美味找到了更多忠实粉
丝。

来杨秋红的农家乐就餐时， 游客还可以直
接到后厨参观。 于是，杨秋红就把农家菜怎样搭
配着吃，具体的烹饪方法是什么，每种菜品需要

哪些调料告诉给游客们， 方便游客自己在家也能做出美味
的农家菜。

经过杨秋红的不懈努力，到 2023 年，杨秋红的年销售额
已超过了 4 万元。 她制作的魔芋豆腐成为游客们的最爱，据
杨秋红介绍，他们夫妻俩一年总共用了 1000 多斤新鲜魔芋
用来制作魔芋豆腐，到目前魔芋豆腐已经全都销售完毕。

看到杨秋红借助电商销售农产品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2023 年 11 月，汉阴县美食协会组织了县内蘑菇宴、龙岗大
酒店、鑫源酒店等餐饮企业负责人，漩涡镇内 20 余家农家
乐从业者到杨秋红的乡韵家园农家乐参观考察， 了解杨秋
红在电商销售方面的经验， 这也进一步扩大了杨秋红和乡
韵农家乐的知名度。

在汉阴，不只是杨秋红通过电商实现了致富梦，更多镇
村群众通过电商销售了大量农产品。 截至 2023 年年底，汉
阴县共建成 69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开通了 4 条货物配送线
路，电商物流镇级覆盖率达到 100%，村级覆盖率达到 90%以
上，快递从县到村 48 小时内就可以送达。 与此同时，汉阴县
集中开展了 7 期电商直播带货创业培训， 以及镇村服务站
点业务技能提升培训，累计培训学员 880 余人次，为电商产
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据汉阴县电商办统计，汉阴
县 2023 年实现电商零售额 9.8 亿元， 占全县商品销售额的
18.62%，位列安康市第二。

“刘叔，又出来巡查啊，天气冷穿厚点。 ”
“闲不住啊，出来看看，天冷家里用电用火要注意安

全，人出来了一定要关电呀！ ”
“好好好，谢谢您操心。 ”
类似这样的对话，在汉滨区老城街道大北街几乎每

天都能听到， 家住大北街的刘登荣， 今年已经 77 岁了。
1992 年，刘登荣从当时的地区商业局退休后在大北街社
区党支部入党， 同时被聘为大北街党支部书记， 直到
2022 年从社区退休，服务大北街的群众 30 个年头。 在职
期间，他分别获得了 2016 年安康市第二届金牌人民调解
员、2016 年安康市连续三届文明市民、2016 年汉滨区优
秀中共党员等多项荣誉称号。

回忆起社区成立之初，办公条件差，人员配备少。 顶
着各种压力，刘登荣多方奔走，为社区争取支撑社区工作
正常运转的基础条件。 一些生活困难的群众来社区寻求
帮助时，刘登荣常常自掏腰包接济他们，还积极对接相关
部门为他们寻求政策扶持。

在社区工作多年， 刘登荣凭借自己
敬业奉献的精神和与群众打交道的经
验，被聘为大北街社区的“五老调解员”，
在许多难以调解的事件中起到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将大部分矛盾化解在基层。开
展调解工作以来，刘登荣始终本着公平、
公正的原则， 调解社区邻里纠纷几十余
起，涉及家庭矛盾、土地纠纷、邻里矛盾
各个领域。

其中， 就有这样一件事让刘登荣印
象深刻。 家住老城办大北社区土地楼的
李某与朱某互为邻居。 因房屋临墙不到
一砖宽的房屋地界发生争执，互不相让，
导致土管部门和房产部门无法确权，事
后两级调委会商议决定，由“五老”调解
员刘登荣带队， 分别入户给当事人做思
想工作。 由于刘登荣在大北社区是一个
德高望重、 威信颇高、 人人信服的老贤
达，在上门做思想工作的过程中，他引用
“六尺巷”的典故劝说双方当事人。 最终
双方都同意让步，以互让 30 厘米，临墙
之间相隔 60 厘米为界， 达成和解协议，
并向国土部门申请办理了土地使用证，
将老旧房屋拆除，重建新房，握手言和，
邻里友好相处。

除了是“五老”调解员，刘登荣还是
一名网格长，时不时地，他都要在自己负
责的网格里转转， 看看各家各户的用电
用火安全，讲讲创文工作要求，和居民聊

聊天。 正是因为这样认真负责的态度，谁家有什么困难，
居民有什么需求他都能掌握第一手信息， 并及时反馈给
社区，帮助大家排忧解难。

除了干实事，刘登荣还坚持每日加强学习，自开展第
二批主题教育以来，他参加了社区组织的多次集中学习，
平时自己在家也拿出手机认真阅读和观看各方面的资料
和视频。刘登荣说：“作为一名老党员，要时刻紧跟党的步
伐，思想上要和党保持高度一致。尽自己所能发挥自己的
余热，为社区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

眨眼间，新年又至，老支书刘登荣牵挂的依旧是身边
的群众。他用一名老党员的勇担使命，始终秉持着为人民
服务的初心，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
责任。不计名利、无私奉献，在基层治理、矛盾调解等工作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的奉献和付出，得到了广大居民的
认可和赞誉， 也为社区开展基层治理工作注入了澎湃动
能。

从一名拖拉机司机到绞股蓝产业大户， 把以往用作
燃料的粗茎原根变废为宝成为医药原材料， 平利县城关
镇的张光超用近 30 年时间从事绞股蓝种植、研发、加工、
销售 ，打造了 “女娲五峰堂 ”品牌 ，让 “小草 ”唱起了 “大
歌”。

1976 年出生的张光超初中毕业后就进入到社会谋
生，开始也找不到好的路子，几经波折后成了一名拖拉机
驾驶员。 因自小与绞股蓝结缘，彼时哥哥张钊又在绞股蓝
行业小有成就，经过深思熟虑后，1996 年，张光超正式跟
着哥哥踏入了种植绞股蓝的行业。

“以前小时候只是帮着父亲采绞股蓝，‘相识甚早’但
了解不深， 后来接触后才知道绞股蓝的的营养价值特别
高，还能用于制作药品，绞股蓝可乐等食品。 ”张光超说
道。

在跟着哥哥张钊经历了近 10 年的历练后，张光超决
定自立门户，于 2005 成立了平利县万顺现代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其后的近 20 年里，张光超相继在平利县的城关、
长安、广佛三个镇建立了规模化绞股蓝种植基地，并建设
标准化茶叶加工厂，引进先进成熟的工艺设备，对种植、
加工等各个环节的工人进行专业培训指导。 种植面积从
70 亩到如今的 700 亩， 绞股蓝加工工艺也从最初的铁锅
杀青到现在的蒸汽杀青， 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绞股蓝中含
有的皂苷、黄酮等有效成分。逐步形成了“公司+专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化体系，实现“合作社壮大、茶农

增收、企业增效”的良好局面。
而回忆起旧事，早在创业初期，张光超

就发现，以往农户种植绞股蓝，多用于采集
嫩叶制作茶饮产品，而同样富含皂苷的地上
原草和地下根茎却被用作燃料“一烧了之”。
有着敏锐洞察力的张光超瞬时嗅到了商机，
他多次与安徽、河北、上海等地的药厂负责
人洽谈回收原草事宜并达成合作协议，这一
合作就是 14 年的时间， 每年稳定对外销售
原草近 500 吨，不仅提高了绞股蓝的利用率
和经济效益，更为做大做强绞股蓝产业奠定
了坚实基础，让他更有底气能义无反顾地在
绞股蓝产业发展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但创业之路从不是一帆风顺的 ，2021
年，张光超引进了皂苷含量更高、适口性更
好的九叶绞股蓝品种，岂料新品种与平利县
当地的土壤环境磨合效果并不理想，再加上
2022 年高温少雨， 城关镇响当河村的九叶
绞股蓝几乎没了一半。产量的骤降让企业损
失严重。 可张光超并没有因此气馁，在仔细
研究九叶绞股蓝的生长习性和当地的土壤
环境后，他将剩下的九叶绞股蓝移栽到了更
加潮湿背阴的地方种植， 再加上细心养护，
新品种终于在 2023 年喜获丰收， 使绞股蓝
的品质走上新台阶。

兴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 袁相鹏是张
光超在响当河村绞股蓝种植基地的管理人

员，其父母也都在绞股蓝加工厂工作，家里的闲置土地流
转给企业挣租金， 家里人在万顺公司工作挣劳务工资。
“我家以前条件不好，我在外打工，后来张总叫我回来跟
他种绞股蓝， 现在我们一家都在从事与绞股蓝产业相关
的工作，收入比以前翻了几倍，彻底改变了我们家的生活
状况。 ”袁相鹏言语间满是感激。

一花独放不是春，大河有水小河满。 “我一个人富裕
了不算啥，能让更多乡亲们富裕起来，让绞股蓝走上更大
的‘舞台’才是我的心愿。 ”张光超对自己的产业规划不断
完善，对自己的事业也更有信心。 企业种植、加工、销售绞
股蓝固定用工 50 余人，又从当地种植户手中回收绞股蓝
鲜叶，辐射带动了近千人实现稳定增收。

如今，他在淘宝、拼多多、京东等电商平台上都开设
了店铺，与具有影响力的网络达人合作开发“袋泡茶”等
便捷饮品，开启了直播带货之路，先后注册“陕野食草”
“女娲五峰堂”品牌商标，位于西安市的 280 平方米品牌
门店也于 1 月 31 日正式开业。 线上线下多渠道销售、嫩
芽原草针对性运用，张光超用一株“小草”，蹚出一条致富
之路，成就出彩人生。

怀揣着对绞股蓝的热爱， 张光超在发展绞股蓝产业
的道路上毅然前行近三十年。 现在，他 26 岁的儿子张明
峰也接过了绞股蓝产业的接力棒， 一如当初张光超跟随
父亲、兄长的脚步一样，这株“福音草”不仅改变了张光超
的人生，也见证了张家人的坚守和传承。

张光超：

让“小草”唱“大歌”
通讯员 方青蕊

刘登荣：

老支书的冬日牵挂
通讯员 熊彬彬

杨诚：

“驻”进乡亲心窝里
通讯员 胡铃铃

杨秋红：

农家美味上“云端”
通讯员 邓永新

张光超

杨诚刘登荣

杨秋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