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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利县老县镇七里沟村杜家堰的青山绿水间，油
菜花花香四溢，蜿蜒而过的黄洋河水流涌动，河岸上一
排排蔬菜大棚在春光的照耀下生机盎然。在王道平的种
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基地的育苗大棚内，菜苗正在温棚内
努力生长，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最近忙起来了，调控
温室的温度、湿度和肥料，观察幼苗的成长情况，要干的
事还很多……”王道平边忙碌边说道。

王道平 1999 年退伍后，也曾在广东、山西等地打过
工，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勾起他心中浓浓的乡愁，
2008 年，他毅然决定返乡创业“追梦”。 创业之初，王道
平从种植养殖干起，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在 2012 年、
2014 年先后成立了月亮湾蔬菜专业合作社、 云锦生态
林下养殖有限公司，产业规模不断扩大。除此之外，他还
为周边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并向有意愿种植养殖的村民
免费提供技术和销售服务，通过劳务用工、代种代养、产
品回购等方式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我平时在公司负责种菜，一月能挣 4500 元，这比
出去打工挣得多。 ”在合作社工作多年的闵玉和对目前
的生活和工作感到非常满意。

通过十几年的打拼，王道平的公司目前已发展成为
一家拥有 50 多亩精品菜园，7000 多只蛋鸡、200 余头生
猪、20 多头肉牛的农业示范企业。 “最近油菜花开了，周
末到乡村观光的游客也多了，基地里绿色无公害的新鲜
蔬菜和土鸡蛋很受欢迎。 ”随着春暖花开，王道平的基地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参观农业种植、学习农业知
识、体验绿色无公害蔬菜采摘的乐趣。

为了解决农副产品的销路问题，2014 年， 王道平开
办了第一家云锦生态超市，由于经营有方，十年间，云锦
生态超市扩展到 6 家店面。

琳琅满目的商品、新鲜的蔬菜水果、逐渐增多的人
流……一大早，位于平利县老县镇锦屏社区的云锦生态
超市就热闹起来。 多年来，这家超市服务周边群众 4300
多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优质商品、新鲜的本地
蔬菜，满足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在扩大经营的
同时， 王道平决定在店内优先聘用退役军人及其家属，
帮助更多群体就业。 “这里离家近，上下班规律，既能挣
钱又能照顾孩子，真的很不错。 ”超市员工寇茹春正忙着
整理货架，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家属，她的言语间充满感
激。

其实，王道平的创业之路也遇到不少困难，“创业就
跟人生一样，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回忆起企业发展的
过往历程，王道平感慨颇深。2020 年，准备大干一番的他
在县城新开了一家门店，然而好景不长，受疫情影响，这
家店不过两年就亏损倒闭了。 但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他
的字典里从没有“放弃”二字。 面对生意上的失败，他毫
不气馁，重新振作起来加大对超市专业化、规范化的管
理，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和社会口碑，打了“翻身仗”，
如今 6 家店面都经营得红红火火。

每走一步， 王道平都付出了很多汗水和艰苦努力，
他永葆军人情怀，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扶困助学、关爱老
人、捐资修路，疫情期间捐助防疫物资，用爱心回馈社
会。 不仅如此，身为老县镇商会的会长，王道平带领商会
会员在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的同时，还组织会员企业“走
出去、学回来”，在考察交流活动中对老县镇鸽子蛋、白
酒、蒸碗、绞股蓝、老鹰茶等特产进行推介。2023 年，老县
镇商会荣获市级“四好”商会称号。 在担任市人大代表期
间，王道平提出开通平利县老县镇至汉滨区县河镇公交
线路的建议并得到落实，助力优化了公交线路，让两地
百姓出行更加便利，他用一件件解民忧的实事交出了一
份高分履职“答卷”。

如今， 王道平的云锦商贸有限公司经营得风生水
起，凭着阳光诚信的经营之道，在不同的人生轨迹上书
写出不凡的“军人本色”，他本人也成为不少人学习的榜
样。 只要有人上门讨教经验，他都会热心帮助指导、传经
送宝，成了当地有名的致富“领头雁”。 他和他的家庭、企
业先后获评“平利县劳动模范”“安康市最美家庭”“安康
市示范家庭农场”等荣誉称号。

历史上的池河名片，是子午道。 不过，那时的池河不叫池
河，叫直水，其镇不是镇，是城，叫直城。

如今的池河名片，是来自子午道的鎏金铜蚕。源于 1984 年
农历冬月 19 日， 谭家湾村农民谭福全率领子女在池河淘金时
淘到了这个价值无量的国宝。 今天，当我走进石泉县建在池河
镇的“金蚕之乡展览馆”，去寻找国宝踪迹时，谭福全的三女儿
谭可菊告诉我：“国宝已于发现的第二年， 由父亲献给了国家。
那个当年藏宝的木盒，如今却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

在金蚕之乡展览馆的东边， 有个鎏金铜蚕文创产品展销
馆。两馆的房子连为一体，因而被人称作东馆和西馆。当谭可菊
把我们带到东馆，那琳琅满目的展品令人惊叹不止。 光鎏金铜
蚕的造像工艺品，就有数十种。 这几款安放在桌子上的观赏摆
件，大到身长半米，小到全长半寸，既有黄色的金属座基，也有
乌红的实木底座，显得金黄、雪白、暗红色的各色金蚕壮观大
气，栩栩如生。 那些装在木盒中的金蚕，在丝绸的包裹中，显得
雍容华贵。而这些装在玻璃框中的金蚕，站在或碧绿、或橙黄的
桑叶状玻璃薄片上，给人一种生机盎然的诗意之美。

谭可菊打开手机，翻出一张照片，指着淡黄色叶片上的鎏
金铜蚕说：“这一款，销到了马来西亚！ ”旁边的文友瞅上一眼，
称赞她打开了新的丝绸之路。

她又翻开手机， 指着一张照片说：“这款雪白蚕体造型的
工艺品，已于去年 9 月 22 日被德国前总统克里斯蒂安·武尔夫
收藏。 ”她那自豪的神情，令我们对丝路文化的开拓心生感慨。

这些工艺品的创意新颖、造型别致，可以满足不同民族、不
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审美需求。谭可菊指着巨型鎏金铜蚕身下，
那些放在玻璃柜中的证书说：“鎏金铜蚕这件国宝，虽然是我家
当年发现并献给国家的，但我们如今要复制它、开发它的文创
产品，必须尊重知识产权，必须依法办事。”顺着她手指的方向，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授权证书以及相关部门的生产经营证书跃
入眼帘。

走过一排排展柜，可见顺墙而立的货架上分门别类摆放着
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因材质不同而造型各异，因功能不同而
体量各异。

东边的毛绒玩具，大小不一的蚕宝宝或憨态可掬、或灵气
逼人、或现古典之雅、或呈时尚之美，一个个神形兼备，逗人喜
爱。 南边的巨型金蚕雕塑，以其夸张的造型、细腻的笔法、逼真
的神情、精巧的工艺，令人叹为观止。

西边的蚕桑食品，可谓百味齐备。名为桑葚清醇、唐宫秘酱
者，自然是酒水，白酒、红酒都有；名曰桑菊饼、桑叶酥者，自然
是食品。还有本草营养贡面、富硒桑叶蛹虫草粉，据说都是营养
丰富、且有食疗效果的珍稀食品。当然，还有桑葚醋、桑叶茶，并
有大小瓶装的果汁之类饮品，让人一饱口福。

北边的场面宽阔，布满服装鞋帽和床上用品。 那些丝质柔
软的裙装、衬衫、内衣，是女性的最爱。看那几位中年妇女，一进
来你试这个，她比那个，不一会儿各自都选上了自己的爱物。而
挂在这边墙上的男式围巾、女式丝巾，因为材质好、造型美也显

得十分抢手。
他们各自拥有了身上穿戴的，还不忘挑选床上铺盖的。 那

大红的被面，仍是婚床的刚需；那金色的床罩，满足着城乡群众
的共同需求；而造型华丽、色彩斑斓的三件套，则是年轻人的钟
爱。一位红衣女子选了墨绿色的绸子被面、缎子床单，人们一看
就是孝敬老人用的，个个向她翘起了大拇指。

转到大门口，我看到了两侧摆放的文化用品。 盒子里的三
件套，无论笔、本、杯，都令人爱不释手。 水杯上的文字，记载着
鎏金铜蚕的前世今生，让人饮水思源，浮想联翩。 镇纸、毛笔等
文具，各有千秋，人见人爱。

最是打动人心的，当数一柜子的丝绸书籍。 《论语》素雅、
《诗经》精致、《唐诗》《宋词》格外华丽……一本本柔软之书、温
润之书、馨香之书，尽显文化活态。 这才叫来自生活又高于生
活，引导生活又美化生活的文化创意产品。

我情不自禁地询问：“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创意产品，思路
从何而来？ ”

谭可菊返身，走到那一柜的鎏金铜蚕工艺品前，打开第二
格的玻璃门，取出一个褪色的木盒子，举到胸前，郑重地说：“我
们的创意思路，来自这个宝盒。 ”眼前的木盒长不过一尺，宽不
过五寸，高只有三寸，做工粗糙，漆质较差，已由大红褪为半红。
那么，它因何而被称为宝盒呢？

谭可菊打开盒盖， 取出里边的红绸子， 指着空盒介绍说：
“我家从池河里淘出鎏金铜蚕的那天晚上起， 家里就来了一波
又一波的人，有的想看、有的想换、有的想买。 父亲进城找人鉴
定，初步认定这是文物，他就坚定了一个信念：文物应归公，一
定要交给国家。 于是，他让母亲从嫁妆箱子取出这个装首饰的
木盒，把鎏金铜蚕装进去，藏在箱子底。 自己四处打听，为鎏金
铜蚕找家。 终于，在第二年 9 月，他借了 50 元路费搭便车到西
安，把鎏金铜蚕交给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经鉴定，这是国家一级
文物。 父亲在 2000 年 3 月因病去世，享年只有 63 岁。 他活着
时，哪怕日子再艰难，也不曾居功向国家伸手。 他死后，我们谁
也不提向国家献宝之事。 直到 2017 年， 鎏金铜蚕猛然火了起
来，陕西历史博物馆为我父亲补发了“追授荣誉馆员”证书，我
家和国宝又联系起来了。 当石泉县在池河镇兴建桑海沧田景
观、蚕桑文化展馆时，领导动员我家来经营文创产业，我母亲才
把这个宝盒交给了我。 ”

谭可菊和二姐谭可春，抱着这个木盒子，走上了创业之路。
随后， 谭可菊又叫回了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做平面设计的女儿，
三人携手开发文创产品。这个宝盒，曾经装过鎏金铜蚕，他们就
从实物造型着手，开发了一批又一批的金蚕、铜蚕工艺品。 接
着，又从与蚕相关的桑叶、蚕丝出发，开发工作、生活、学习用
品。

创业艰难，诸事劳心。但每当想到父亲献宝的国宝意识，谭
可菊就有了创新的思路；想到鎏金铜蚕对建设“一带一路”的重
大贡献，一家人就信心十足，因为，他们的眼前，有鎏金铜蚕的
光芒；他们的耳边，有父母的教诲；他们的心中，有家国情怀。因

此，经谭可菊开发出的文创产品越做越丰富，其业务渠道也越
拓越广阔。

谭可菊介绍说：“每当市场需要新品研发，我就会从这个宝
盒出发，沿着子午道到丝绸之路去找灵感，沿着池河两岸的蚕
桑基地到生产一线去找素材，沿着父母期望的目光到乡亲们中
去找‘金点子’。于是，创意与产品开始走向大千世界，走向千家
万户，呈现出系列化的发展旺势。 ”

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镇馆之宝的作用，谭可菊一边把木盒锁
进柜子，一边告诉笔者：“后天我要到东方航空公司，去洽谈合
作业务。 他们已经用上了我们的金蚕造型胸针，还想联合我们
开发蚕丝围巾。 我很乐意这项业务，因为，这一合作的最大好
处，是可以让蚕桑文化传播得更广更远，让更多人知道陕西石
泉曾出土的鎏金铜蚕。 ”

“饭在锅里保温着，今天村上忙，我先走了。 ”早上
8 点， 汉滨区建民街道八树梁村文书鲁信梅在家里吃
完早点，迅速换好衣服，一边拿起门口包包，一边不忘
叮嘱还没起床的丈夫，匆匆赶回距城区 30 多公里的乡
下上班。

回村里这条路， 作为自小在村里长大的鲁信梅来
说实在太过熟悉。但在此之前，好不容易走出大山的她
没想过还会天天“回娘家”，且不知不觉间，已经在村里
上班 4 年多了。

“干没问题，就怕干不好。 ”时间回溯到 2019 年 12
月，正是“十三五”时期村里脱贫摘帽的关键阶段，村里
文书助理添娃，老会计年龄大、身体不好，村里文书工
作无法正常开展……人手短缺的问题严重阻碍着工作
的进程。 值此之际，村支书、村主任想起“女能人”鲁信
梅能胜任工作，便多次进城，轮番上门动员不说，还发
动她身边的人当说客，功夫不负有心人，鲁信梅最终答
应下来，抱着试试的心态忐忑到岗了。

“村主任，电子版表是啥？ ”年近 50 岁的鲁信梅此
前从来没摸过电脑， 连开机都不会， 到村后第一天就
“闹笑话”。

“好在有下派驻村工作队员的帮助，第一天勉强就
对付过去了，可以后咋办呢？ ”鲁信梅经过再三思考，决
定还是要从头学起。 说干就干，夜深人静，村上其他同
事都下班后，鲁信梅独自坐在电脑前，先从打字入手，
一点点适应新岗位的要求。

“时间久了眼睛疼、手指也僵硬。 ”鲁信梅在心里一
边默念着拼音，一边在键盘找字母，用一个指头“戳一
下”， 再找下一个字母……慢慢地克服了最初的不适，
打字速度变快了，“一指禅”的习惯也改了。 “实在记不
住了，就拿笔写在本子上。 ”在同事们的帮助下，鲁信梅
渐渐学会了电脑办公，参与处理一些报表归档。

“要不就回来， 天天跑， 工资都不够油费和工夫
钱。 ”鲁信梅开始去村里上班时，家里爱人支持，每天开
车接送。 但爱人也有自己的事，时间久了难免有抱怨，
可鲁信梅却坚决不同意。 “正在脱贫攻坚关键时刻，都
是村里人，我答应的事怎么能随便反悔，这让人家怎么
看我。 ”拗不过鲁信梅的执着，家里干脆又添了一辆新
车让她自己上班去。

可问题又来了， 鲁信梅不敢上路。 原来虽然有驾
照，但从没开上路过，特别是村里上山路弯道多，路面
又窄又陡，鲁信梅又联系师傅带，教着开，重新练习上
路。 “过了一段时间就好了，现在山里入户随便跑。 ”回
忆起以前练车时的情景，鲁信梅不由发出感慨。

“我不走，我迟点回我妈那休息。 ”刚到村里上班的
时候，鲁信梅不会写材料，也不敢写，每次总是写了撕、
撕了写，经常晚上加班不回。 好在回娘家近，忙的时候，
鲁信梅干脆晚上就一个人躲在村委会， 时间相对就自
由多了，逼着自己学，逼着自己写材料、改材料，不会就
用手机自学。 “时间久了就感觉不难了。 ”谈起以往的经
历，鲁信梅略显羞涩地说道。

“写东西就找洪梅。 ”说起代写材料，远近村民都知
道洪梅（鲁信梅小名），村民要写个人求助 、申请证明
等，鲁信梅都来者不拒，热情地当起了大家伙儿的“师
爷”。 除了经常处理各类文件表册、报送各类总结、书写
各类会议记录、梳理村级财务和账务外，鲁信梅还要接
待前来出具各类证明的群众、讲解相关政策。

在工作岗位上，除了计算机操作，鲁信梅也逐渐学
会了公文写作、财务知识，熟悉了村级事务各项流程，
整理村里档案资料，逐渐成为村两委班子里的骨干，各
项文书资料和报表工作都走在了办事处前列。 “鲁信梅
同志角色适应得很快，作风务实，勤勉敬业。 ”办事处主
任邓相军如是夸赞道。

鲁信梅在做好工作的同时，思想上也受到了洗礼，
主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2023 年 12 月被党组织批准为
入党积极分子，前不久又被上级评为“巾帼标兵”。 “为
村里服务，得到大家认可，很有成就感、荣誉感。 ”谈起
现在的状态， 自信满满的鲁信梅脸上露出两个浅浅的
梨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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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平：
退伍不褪色 创业报桑梓

通讯员 王婵 程斯琪

鲁信梅：
淬炼“金刚钻” 干好“瓷器活”

通讯员 王鹏

谭可菊

王道平 鲁信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