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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尤娣：
“山楂妹”和她的“花果山”

记者 吴苏 实习生 李文杰

刘小琴：

跨 越 千 里 做 好 茶
通讯员 吴亚君 刘佳欣

“快来尝尝，这是我第一次做白茶，这个味道有股淡淡
的兰花香，就是我想要的味道。 ”从江苏南京来到安康汉滨
创业的刘小琴兴奋地说着。 清明节前忙了好几个通宵加工
绿茶的刘小琴刚缓过劲儿，最近又开始投入到白茶的研究
制作中。 “看，优质的茶叶，色泽鲜亮、气味香醇。 沏上一杯
慢慢品味，让人心旷神怡。 ”刘小琴说。

刘小琴出生于江苏南京的一个商人家庭，从小受到家
庭熏陶，父辈们爱喝茶的习惯激发了刘小琴对茶的向往与
探索。 而算算时间，今年已经是刘小琴来汉滨创业的第八
个年头了， 凭借着对茶叶的钟爱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她在汉滨逐渐站稳了脚跟。

2008 年，刘小琴在工作之余，和朋友合伙在南京经营
了一家茶楼。 2015 年，刘小琴在一个展会上品尝到了安康
富硒茶， 入口甘甜的感觉顿时让她着迷。 “溯着茗茶的香
味，我一路辗转来到了汉滨，我想把这个藏在大山里的‘宝
贝’分享给更多的人。 ”

汉江两岸、瀛湖周边及凤凰山脉的茶叶主产区，均处
在富硒地带。 良好的生态环境造就了汉滨茶叶绿色、有机、
无污染、原生态的特质。 通过在汉滨走访，刘小琴翻阅了大
量的资料，了解到硒元素的功效和“陕茶一号”茶树品种的
优良品质，她决定来到汉滨从事茶产业。

2016 年，刘小琴辞掉了在南京的工作，来到安康收茶、
请人代加工，然后把加工好的成品茶叶卖回南京。 她还卖
掉了在南京市建邺区的房产，在南京的“海峡茶城”开设了
两个门店，销售安康茶叶。 因为茶叶都是到处收来的，加工
又是找的当地茶厂，茶叶品质良莠不齐，渐渐地，刘小琴在
南京开设的门店生意淡了下来。

“要想保证茶叶质量，就必须要建自己的茶园。 ”经过
深思熟虑后，刘小琴最终选择了山清水秀的河心村作为茶
叶加工厂的位置。 从安康城区开车行驶约 1 小时到流水码
头，再将车开到渡船上过河，行驶 20 分钟左右便到了刘小
琴的茶厂。

“前段时间是销售旺季，和工人们熬夜加工绿茶，泡面
都吃了好几箱，今天刚好进城，我就去买了一些生活用品
和瓜果蔬菜。 ”一下车，搬下后备厢的食材，刘小琴就换上
工作服，又立马投入到茶叶加工中去了。 这个身材娇小的
江南女子，现在俨然蜕变成了巴山深处的“女汉子”。

“刚采摘下来的茶叶不能捂，你们装茶叶最好用竹篓，
要透气，不能用这种塑料的小桶。 如果不能及时带回茶厂，
你们就先把茶叶摊放在簸箕里晾着。 ”在加工厂里，刘小琴
正叮嘱农户们注意细节。

“瀛湖流水这一带生态环境好，温度适宜，光照充足，
茶叶的品质非常好。 这里以前就是一个老茶园，我来了以
后对这里又进行了提升改造，补种了‘陕茶一号’树苗。 ”刘
小琴说。 在她的精心呵护与培育下，流水镇河心村茶叶种
植面积达到了 500 亩，其中核心种植区就有 300 亩。 在政
府的支持下，园区成功通过了市级茶叶园区验收，还建设
了 1000 多平方米的标准化茶叶加工厂。

春日的流水镇河心村，茶园翠绿、百花盛开。 刘小琴接
过茶农们刚采摘下的新鲜茶叶一一过秤。 除了自有茶园
外，邻村的不少村民也将自家茶园的鲜叶卖给刘小琴。

“从我们村骑车到河心村只要十几分钟， 我就把茶叶
卖到这里来了，很方便。 ”瀛湖镇三星村村民刘德军说。 今
年 66 岁的刘德军家里种了 15 亩茶，每年靠卖鲜叶能收入
两三万元。 看着正在数钱的村民，刘小琴反复叮嘱他们不
能施化肥、打农药，采摘的时候要注意提手采，保持芽叶的
完整、新鲜和匀净。

“最穷的时候，卡上只有 0.68 元，要不是一个客户买了
我 500 元的茶叶，我生存都成问题。 ”说起当初的窘境，刘
小琴苦笑道。 人脉在茶行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人脉越广
销路就越广，可对刘小琴这个外地人来说，在当地销售茶
叶并不具备优势。

为了提高茶叶品质，打开销路，刘小琴白天扑在地里，
补苗、管护、采摘，全都亲自指导；晚上，她又伏在案头，上
网查资料，学习茶叶种植、加工相关知识，经过不懈努力，
刘小琴最终挺过难关。 在安康富硒茶城，她的星庐茶业销
售运营逐渐步入正轨，企业的各类茶叶先后荣获“端午安
康”全国硒水鉴茶大赛特等奖、金奖，第六届亚太茶茗大奖
金奖，中国茶叶博览会全国名优茶推荐遴选活动“红茶类”
创新金奖，安康富硒茶名优茶大赛金奖等殊荣。

今年 3 月初， 刘小琴的母亲也专程从南京赶过来，给
她洗衣做饭，当起了“后勤保障员”。 “一开始，我和她爸以
为她被传销组织给骗到这里来了，后来到这里看到她干出
这么一番事业后，我和她爸也就放心了。 ”刘小琴的母亲
说。 现在春茶一出来，刘小琴在南京的亲戚朋友和老客户
们纷纷投来订单。

无论是采茶还是制茶，映照的都是一位普通制茶匠人
的坚守和初心。 采访结束时，天色已晚，在刘小琴的茶叶加
工厂里，仍有不少村民正在分拣刚从山上采摘回来的新鲜
茶叶，一片片茶叶绿油油，正散发着来自秦巴大地的悠悠
草木香。

谷雨过后，绵绵细雨将汉滨区石梯镇东茂山楂
生态园洗涤得焕然一新，被片片绿叶簇拥着的山楂
花苞在雨水的滋润下，已经慢慢绽放出令人惊艳的
山楂花。 “今年一定有个好收成！ ”山楂园区负责人
徐尤娣站在山楂林下，满怀憧憬地说道。

回望徐尤娣的过往便会发现，这个经历简单却
内心坚定的女性， 一直在奋斗的路上向前奔走，从
未停歇。 1979 年，徐尤娣出生在汉滨区流水镇，曾
在浙江一带务工四五年后， 于 2000 年回到家乡并
与其爱人王道东共结连理。

那时的徐尤娣在结婚之后，与爱人一同做着中
药材批发的生意。两人异常忙碌，每天起早贪黑，将
各种药材从农村收购回来又批发到各个药店和医
药公司。因为交通不便，有时遇到不通路的情况，甚
至需要他们将药材扛到药店里。不过令人稍感欣慰
的是，当时的收入还算可观。

过了几年，夫妇二人因为种种原因再没有从事
批发中药材的生意， 但由于两人长时间接触中药
材，已经清楚了大部分中药材的生长、栽种情况。于
是乎，两人商量了一番后，当即决定要回到王道东
的老家石梯镇去种植药食两用的山楂。

说干就干，2014 年，徐尤娣和丈夫搬到了半山
腰上，从流转土地开始，一点点将荒山翻耕出来，随
即又邀请了专家对当地土壤性质进行鉴定。 这时
候， 夫妻二人并没有着急种植商量好的山楂树，而
是冷静地决定先种几年烤烟。 “烤烟可以促进土壤
结构的改善，帮助促进山楂树的生长，提高产量。 ”

烤烟一种就是三年，这期间，徐尤娣夫妇没有
停止过学习，虽然他们懂得山楂的特性，但是对于
如何更好地种植山楂还是一知半解。 于是在这期
间，二人仔细记录下试种山楂的情况，逐渐摸清了
山楂生长的脾性，在烤烟收获后，便迅速投入到山
楂的种植中来。 徐尤娣和丈夫选择了口感更好的大
金星山楂以及产量大的大绵球山楂，雇用了大量周
边的农户参与种植。

从建园之初到如今，徐尤娣和丈夫将全部的心
血都放在山楂园内，陆续投资八百余万，还欠下了
不少外债，终让原本杂草密布的荒山坡变成了花果
盈香的山楂园。 因为东茂山楂园的存在，周边的农
户也有了稳定的增收渠道。 “我每天从沈家岭过来
干活，干一天就有一天的收入，我很满意。 ”谈及目
前的增收情况，村民魏恩莲笑得合不拢嘴。

靠天吃饭，知天而耕。 这是从事农业的经营者
常说的一句话，徐尤娣也是如此。 2021 年的秋天和
2022 年的夏季，分别出现了罕见的持续性暴雨和干
旱， 园区里的山楂树被极端的天气摧残得不成样
子，连续两年产出的山楂果实质量都差强人意。 可
徐尤娣的信心却从来没有被困难击倒过，为了尽可
能降低坏天气给果园带来的损失， 她另辟蹊径，在
园区内养殖了几百余只蛋鸡和鸭， 以及几十箱蜜
蜂，一来可以利用鸡鸭吃掉病虫杂草，给土壤增加
肥力，二来蜜蜂也可以传播花粉，产出香甜的山楂
蜜。

2020 年，随着抖音短视频得越发火爆，徐尤娣
也开始试着在抖音上宣传山楂园，她给自己取名为
“山楂妹子”，山楂开花结果期间，她都担任起山楂
园的宣传代言人，不遗余力地将果园风光展示给大
众，吸引了大量游客到山楂园游玩。 为此，她还顺便
开办起了农家乐， 开发了山楂红烧肉等创意菜品。
因为生意火爆， 周边的农户又陆续将自家的蔬菜、
腊肉等农产品送到园区，进一步拓宽了村民的增收
路径。 去年，山楂园迎来了大丰收，徐尤娣和丈夫又
开发出山楂蜜饯、山楂干、山楂球、山楂酒等系列产
品，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消费者的追捧与喜爱。 打开
抖音短视频“山楂妹子”的主页，可以看到评论区里
许多的人询问，“山楂酒还有吗， 我想再订几瓶。 ”
“我还想再买几袋山楂蜜饯， 上次买的孩子吃了之
后非常喜欢。 ”

因为消费者良好的反馈， 让徐尤娣坚定了要
把产业做大做强、做好做优的信心。“2022 年的时候
我们东茂山楂园已经成功申报为市级园区，还获得
了一定的项目奖补资金。 下一步，我们还想把民宿
建设得更好，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玩。 ”望着
眼前连绵成片的山楂林，徐尤娣晶亮的眼眸中满是
期许。

回首往昔，整整十年的时光，徐尤娣将青春和
汗水泼洒在了大山上，用日复一日的勤劳在山间耕
作，终让荒山变成秀色。 如今，满山的山楂树又开出
了洁白如雪的花朵，纷扬的花树下，徐尤娣红裙如
焰，一如她第一次见到山楂花盛开时那般，笑得明
媚灿烂。

阳春三月， 平利县西河镇梅子园村的茶园一派忙碌
景象。身挎茶篓的采茶人穿梭在青绿之间，娴熟地将一片
片鲜嫩的茶叶摘下，放入篓中。 不一会儿，茶篓里便满是
碧绿的茶叶，散发出阵阵清香。 梅子园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黄琴像往常一样， 组织几十名茶农在茶园里采
集春茶。

“晴时早晚遍地雾，阴雨成天满山云。 ”在梅子园村，
低海拔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但由于
交通、地理位置等因素的限制，当地并未能充分发挥独特
的自然资源优势， 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的
影响。

如何将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转化为实际的经济
效益，让农户从中受益，在“十三五”期间成为亟待解决的
重要难题，也成为黄琴心中的一个疙瘩。为破解经济作物
结构单一、缺少产业发展的困境，时任梅子园村村委会主
任的黄琴率先带头，多方筹措资金 60 万元，于 2017 年建
立了茶叶加工厂及平利县梅子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其时， 当地茶农普遍缺乏现代化的茶叶种植和加工
技术，茶叶品质得不到保证。 黄琴也家境一般，亲戚朋友

觉得办合作社做茶叶是一个天方夜谭的事情， 没有人愿
意借钱给她。 因此，一开始的合作社只是一间移动板房，
很多设备都很落后。 除此以外， 市场营销也是一个大问
题，刚进入市场时，茶叶的销售量几乎为零，大多数时候
都是亏损状态。 面对这些困难，黄琴一直在不断摸索，政
策不懂，就问；营销不会，就看；生产经验不足，就学……
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之后，合作社坚持了下来。 如今，
合作社拥有社员 40 户，茶农 200 余人，高效茶园 1500 余
亩。

在合作社建立初期， 黄琴挨家挨户做农户的思想工
作， 动员农户发展种植茶树成为她的日常工作， 在此期
间，她不遗余力地将全村茶叶种植户吸收到合作社，以每
斤茶叶高于市场价的保底收购最大限度让利村民。 梅子
园村以茶叶加工厂为依托， 在前期组建村级合作社的基
础上，又不断将分散的茶农组织起来，做大做强茶产业，
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黄琴深知，好的产品只有质量优良才能长远发展，为
提升茶叶品质，近年来，她多次邀请茶叶专家为农户提供
种植、采摘、加工等方面的技能培训，提高了他们的生产
技术和质量意识。 经过持续的传授和培训，培育出了专业
制茶师 10 多人，让近百名茶产业从业者掌握了种茶制茶
的工艺。

50 多岁的村民冯尚英想种茶，可家里缺乏劳动力，也
请不起人，一度对学习种茶失去信心。 黄琴走访得知后，
就上门传授技艺， 每年还主动帮她收茶，“采茶的时候我
会来帮忙，销路也不用担心。 ”黄琴给冯尚英吃了“定心
丸”，帮助她实现了致富增收的梦想。 “这几年靠着种茶采
茶，一年有两三万元收入，我很满足了。 ”冯尚英笑着说。

经过思索， 黄琴又开始谋划茶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
子。 在翠绿的茶山上建成观光亭，开发集体验、民宿、餐饮
等为一体的欣园雅舍休闲农庄。 一垄垄蜿蜒叠翠的茶树
“挂”在云雾缥缈的山坡上，绿意盎然、尽显生机。 忙着采
摘茶叶的人，不仅有茶农，还有来自上海、内蒙古等地体
验茶叶采摘乐趣的游客。 在这里，游客们不仅能了解到茶
树品种、有机茶园管护、鲜叶采摘、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与
茶叶生产相关的知识，还能参与相关的农事活动，体验有
机茶的种植、采摘过程和炒茶、制茶等项目。 特色餐饮让
人味蕾大开，时令蔬菜、绿色瓜果、生态香米爽滑入口、鲜
香入心，鹿茸酒、桑叶茶、生态鱼尽显本地风味。

千峰翠色来，茶香惹人醉。 一片茶叶，富裕了一方茶
农，成就了一个产业。 在黄琴的带领下，梅子园村把小茶
叶变成了“金叶子”，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蹚出了一
条百姓富、 生态美的乡村振兴路。 如今的西河镇梅子园
村，交通越来越便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借助省级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村这一机遇，打造出茶旅综合体，不少游客
慕名而来，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一幅以茶兴村、以旅
强村、以文厚村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早餐， 是一座城市烟火气的开
始。 每天太阳还没露头，汉滨区五星
街的法麦早餐就已在热气腾腾中开
启新一天的忙碌了。

“老板，要一份粥、一个鸡蛋。 ”
“要一份粥打包！ ”“您有一个外卖订
单！ ”“来了来了，你先坐，粥马上来。 ”
晨雾蒙蒙的早上， 店里熙熙攘攘，顾
客排着队等着点单，老板娘马志娜的
热情和滚烫的粥一样冒着热气。

马志娜向我们介绍，法麦早餐是
和姐妹、朋友一起合开的，从去年就
开始筹备门店，赴西安学习半年后在
今年正月初开始营业。 老板娘笑着说
道：“我们的食材都是纯手工制作，拒
绝冻货成品，每天现做现卖，就是为
了做回头客生意”。

走到粥车前便能感受到各类粥
品色、香、味俱全，老板提勺盛粥时，
一勺到底、碗溢才停，配料十分丰富，

据马志娜介绍，每一
种 粥 都 要 经 过 洗 、
泡、 熬多个工序，特
别是熬的时间一定
不能短，火候也要把
握的刚刚好，熬出来
的粥才能黏黏糊糊、
香味四溢。

“有些娃喜欢喝
水果味的，有些大人
喜欢吃口味重点的，
为了尽量满足大家，
我们在准备粥品的
时候尽量种类丰富，
让大家选择范围更

广。 ”马志娜的粥品有十种以上，也会
根据季节变化调整，有胡辣汤、皮蛋
牛肉粥 、银耳莲子 、八宝 、山药苹果
等，酸、辣、甜、咸各种口味兼具，配上
特色的腊牛肉夹馍或牛肉锅贴，早上
吃起来相当过瘾。

“我希望自己是奔跑着的 80 后，
对生活永远都热情不减。 ”马志娜十
分开朗乐观，把吃苦当经历、把奋斗
当法宝、把学习当乐趣。 “夏天的时候
我们还做应季的炒龙虾、卤菜，供应
三文鱼等生鲜食材，现在又经营了这
个早餐店，干餐饮行业都是要起早贪
黑的。 ”马志娜表示，后期会继续加强
学习，根据客户口味调整，陆续推出
各种小食，如水煎包、酱香饼等。 粥气
四散， 映照着热情忙碌的老板娘，一
顿稀松平常的早点也显得格外有滋
味。

徐尤娣 刘小琴

黄琴

马志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