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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手机、一辆车，穿梭于平利的山间小道，挨家
挨户收购农家土特产 ，用视频记录土特产制作日
常……在平利，“陕南妹子”黄宁莉将小视频拍成大事
业，让平利的特色农产品持续走俏。

随着气温升高和雨水增多，平利的山野间又冒出
一丛丛鲜嫩的绿意。 每逢野生竹笋售卖的季节，黄宁
莉把这些藏在山林间不起眼的野菜， 通过线上销售，
让远离家乡的游子一解乡愁，也让外地人品尝到了平
利的珍馐美味。 “最近很多外地客户订购野竹笋，平利
的美味山货还是很受欢迎的。 ”除了这些季节性的本
地土特产，在黄宁莉“陕南妹子”的土特产门店里，平
利女娲茶、平利绞股蓝、豆腐乳、豆豉、腊肉、魔芋干、
干土豆片、土蜂蜜、羊肚菌等平利特色富硒农产品分
门别类地摆放在货柜上，这些从农户手中收购的纯手
工土特产成了“抢手货”，也正悄然成为当地农民增收
的新途径，通过黄宁莉搭建的销售渠道，卖到了全国
各地，以前只能自采自销的农家土特产如今成了远销
山外的好产品。

俗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早在 2015 年，依托家
乡发展茶产业的优势，黄宁莉最先与茶结缘。 那时，她
在大贵镇半边街村学习采茶、制茶、泡茶等知识，对茶
有了一定了解的她经营着一家茶叶专卖店。 看着茶叶
卖得越来越好，收购茶叶之余，她看到农户家的土特
产没有销路，便有了帮助家乡的土特产走出山沟的想
法。 为此，黄宁莉主动报名参加了人社部门组织的电
商技能培训，认真学习网店平台注册、内容策划、拍摄
技巧、剪辑技能、运营销售等电商相关知识。 回到家乡
后，在家人的支持下，她开起了农村淘宝店，总算实现
了“网货寄进来，山货卖出去”的心愿 ，“以前交通不
便，农户家的土特产卖不动，挣不到钱，后来通过农村
淘宝卖到各地，我也尽力帮农户们代购代售，改善他
们的生活，也算是帮村里做了点事儿。 ”谈起十年前的

创业经历，黄宁莉感慨万分。
为了扩宽本地优质农特产销售的路子，让平利山

货真正“出山”，几年前，黄宁莉又把土特产门店开到
了平利县城，从过去以线下门店为主的单渠道，到以
线下门店和线上平台为主的多渠道销售，如今黄宁莉
又搭乘上自媒体的快车， 开始学习自媒体制作和运
营。

“大家好，我是陕南妹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平利
豆腐乳是纯手工制作的，口感细腻柔糯、微辣咸香，夹
馍卷饼很不错，下饭更是一绝……”黄宁莉手中拿着
一瓶色泽鲜亮的豆腐乳，正在自己门店里拍摄抖音短
视频，镜头中，她身后摆满了一排排纯手工制作的豆
腐乳，让人垂涎欲滴。 “今年，我们纯手工制作的豆腐
乳和豆豉卖出将近一万斤， 本地人和外地人都很爱
吃。 ”除此之外，她还通过短视频拍摄，展示本地豆豉、
干洋芋片等特产的手工制作过程，同样吸引了一大批
粉丝的关注。 熟悉的农家院落和传统农作工具，清洗、
切片、晾晒等一道道制作工序把大家拉回了儿时的时
光，唤起了人们心中的乡愁。

“很多外地人看了我的抖音， 纷纷下单平利土特
产，从‘头回客’成了‘回头客’，粉丝都是实打实的‘真
粉’。 ”说到这儿，黄宁莉笑得合不拢嘴。只有她自己知
道，“真粉”靠的是自己产品的好品质留下的。 ”要想把
生意做持久， 首先应该是品质把控。 “在收购农产品
时，在食品安全及质量把控等方面，黄宁莉格外用心，
坚持用自己的高标准确保产品安全、优质。

如今，平利“山货”出了山。 农特产变成商品，成了
“香饽饽” 走向更大的市场， 这让黄宁莉的信心更足
了，“我就想为家乡的群众做点事， 虽然有很多艰辛，
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很多滞销的山货通过我们帮
忙卖出去了，得到了认可，也算是为家乡出了份力。 ”
谈及现在的生活，黄宁莉满怀感慨。

她本是温室里娇艳的花朵，但为了群众甘当风风火火
的“女汉子”，将自己最美的年华、最靓的身影，留在基层，
带领群众绘出一幅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她就是平利县
洛河镇三坪村党支部书记龙开萍。

“铁娘子”奏响产业发展主旋律

出生于 1986 年的龙开萍， 原本是位年薪十几万的都
市白领，但当家乡需要她时，她毫不犹豫放弃了优渥的城
市生活，回到村里担任起村党支部书记一职。

刚任职时，因对村情陌生，工作经验少，工作进展慢，
群众难免有质疑，但她并未就此退缩。 “走遍三坪村沟沟岔
岔，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早日摘掉贫困帽子”的诺言时
刻鞭策着她。 为此她给自己定下了“三问三记”工作法，向
老书记、老干部请教村级事务，向扶贫老将学习工作方法，
向行业部门咨询惠民政策。 全村各户的基本情况，谁家反
映的问题，近期收获和疑惑，她在笔记本上记满了“干货”。
她能吃苦肯钻研善学习， 渐渐成长为工作上的 “行家里
手”。

以前的三坪村贫困人口众多，又缺少支柱产业，加之
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导致村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如何增
强村集体经济实力和发展活力，实现村民稳定增收，成了
堵在村委会班子成员心里的大难题。 她们深知只有找准路
子才能拔掉穷根，为此，龙开萍和村四支队伍根据村发展
实际，规划了茶叶、中药材、魔芋、生猪四项主导产业。 为推
动产业项目尽快落地生根，她们挨家挨户摸情况、做工作，
逐组召开动员会，讲政策、搞协调，给群众算经济账，在大
家“以心换心”的真诚沟通下，村民逐渐认可他们，产业也
很快全部落实到位。 目前全村培育了 4 家经营主体，新建 1
家社区工厂，茶叶、中药材、畜牧养殖等符合村情的特色产
业发展很好，带动脱贫群众人均年增收 3000 元以上。

“能耐人”扭住党建引领“牛鼻子”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作为“领头雁”，她始终坚持
“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总体思路，着力加
强村党支部自身建设，扎实落实组织生活制度，引导农村
“能人党员”有责有为，激发乡村振兴活力，同时还针对村
两委班子基础较弱、攻坚合力不足的情况，认真制定并落
实好党支部的年度工作计划， 科学安排党员理论学习，进
一步强化党员教育管理工作。

在着力破解党员队伍老龄化的问题上，她吸引年轻人
崇党向党，鼓励老干部、老党员发挥余热，促使党员队伍结

构更加优化合理，确保党组织
充满朝气与活力。 “从去年起，
我村的 ‘能人党员 ’通过发展
养殖业、个体运营、粮食收购、
大棚种植等相关产业，带动全
村 50 余户村民增收；此外，我
们注重加强党员的培训交流，
不断提高党员综合素质、服务
意识和履职能力，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 ”龙开萍说。

为探索出一条适合三坪村情的党建路线， 村党支部和
帮扶部门西安交大口腔医院建立支部联盟，通过支部联建、
产业联盟、资源联享“三联”工作机制，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
用进一步增强，帮扶部门职能优势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巩固
脱贫成效不断凸显，三坪村也先后获评“平利县先进基层党
组织”、镇级“党建引领示范村”“脱贫攻坚先进村”。

“女汉子”舍小家助振兴

“谁说女子不如男， 女子也顶半边天。 虽说我是芝麻
‘小官’，但也是最了解群众、最亲近群众的村干部。 ”面对
“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的农村工作 ，她常常顾了 “大
家”，却顾不上“小家”。 儿子上高中，周末回家时间本来就
少，但龙开萍忙于工作没时间照顾。 “妈，这周你放假不，又
不放吗？ 我已经好久没吃过你做的饭了！ ”为了村民，连儿
子这小小的心愿她也很难实现。 2018 年 11 月，龙开萍的公
公食道癌晚期，当时正值脱贫攻坚关键时期，白天忙工作，
晚上照顾公公，就连公公去世也才请了两天假。 想起这些
她心里酸酸的，觉得愧对家人太多，但一忙于工作她又全
身心投入。

工作上她鏖战振兴，生活上与病魔战斗。 曾因脑部肿
瘤做过开颅手术后，至今龙开萍的身上还有残余肿瘤。 头
痛难忍的时候，她靠吃药、打针维持，但工作中从未听她喊
过疼。 同事们心疼她，劝她多休息，她总是很轻松地说：“工
作忙起来就忘记自己的病了。 ”

如今的三坪村，生机盎然的产业园，干净宽畅的水泥
路，清新亮丽的徽派民居，恬静优美的生态小院，载歌载舞
的村民，一幅富裕美丽、文明和谐的新农村画卷正徐徐展
开。

谈及未来，龙开萍信心满满，豪情满怀。 这个遭受过质
疑的“白领”女支书，怀揣着浓浓的乡情和责任感，用常人
难以想象的勇气和毅力默默坚守在乡村振兴第一线，为全
面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贡献着“她”力量。

当冯家山的村委广场传来铿锵的锣鼓声，村民们便知道，这是
村上的民间艺术团又在演戏了。 当悠扬而又清亮的唱腔从冯家垭
子的高音喇叭内向四周传开，邻村的群众就知道，这是冯尚群老师
傅又在唱戏了。

家住汉滨区石梯镇冯山村五组的冯尚群，虽已 79 岁了，但他
是个“一听锣鼓响，嗓子就发痒，一闻板胡声，浑身冒精神”的老戏
迷。 清晨，他天不亮就起床，先是哼着《西厢记》生火烧水冲泡浓茶，
喝了大半杯提神后，接着唱道情戏《杨家将》，再给自己煮一大碗酸
菜面，吃得满口生津、满头冒汗，随后给戏友们逐个发信息，招呼大
家早到场、早排练，力争参赛节目一炮打响。

因而，今天这个热闹的舞台，不是演出，而是彩排，是“冯山村
民间艺术团”代表石梯镇进城，参加安康市及汉滨区两级非遗项目
戏曲大赛而做的最后冲刺。

住在村委办公楼周边的村民和在外工作、学习、创业的村人，
才不管你是彩排还是演出，听说冯尚群老师傅今天带妆登台，他们
便放下了手上的农活、家务，争先恐后地从四梁八坡赶了过来。

彩排的第一个节目，是他们曾于 2022 年 5 月参加市级非遗戏
曲线上大赛的获奖曲目：安康大筒子戏《杜公送子》。 大筒子戏以主
奏乐器大筒子胡琴而得名，村人俗称“拉胡戏”“筒筒戏”。 因其常与
八岔戏同台演出， 艺术形式和演出规模小于舞台演出的汉调二黄

大戏，又大于小棚子之类的皮影戏，所以又
叫“二棚子”。 它流传于汉滨、汉阴、石泉、
旬阳、白河一带，深受山区百姓喜爱，在冯
山村流传了很多年。

第二个节目，是采莲船《闹五更》。 只
见船内女子用双肩上的绳子挎了蒙布的船
身，双手提起船杠，身子一耸一抖地摇着，
作水上行船状， 船头的太公手持画了龙纹
的木桨，忽左忽右地奔跳而划。 二人一应
一合，逗着玩笑话，唱着幽默歌，台下观众
笑得前仰后合。

第三个节目， 是陕南道情戏 《山泊访
友》。 他们把关中的牛皮灯影戏移植过来，
夜间用灯影饰人，白天用演员实演，一男一
女可扮千军万马，一块地毯即为大千世界。
二位女演员在台上分扮男女二角激烈对
唱，冯尚群在台角一会儿念韵白，一会儿对
道白，一会儿唱着和声，一会儿应着喊声，
忙得不亦乐乎。

这个节目刚到尾声，演员还没退场，台
下便响起了一呼百应、 此起彼伏的喊声。
当我听清是“冯师傅，来一个！ ”，冯尚群已
经上场。 他先在台侧躹了个躬， 又身轻如
燕地跑到舞台正中， 向乐队揖礼。 当他面
向观众行叩首礼时，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
他轻踱台步，向右走去，又如水上漂般滑到

左侧，向前眺望一番，兴高采烈地唱道：“三月里来是清明，学友结
伴去踏青。 走过三里桃花店，来到五里杏花村……”

当我刚明白这是八岔戏《吴三宝游春》中的吴三宝唱腔，台下
一位老人站起身来，带头鼓掌，又大声喊道：“变女腔，变女腔！ 给咱
唱那个，那个赵翠花！ ”于是，众人起哄，一致吼叫“变一个，变一
个！ ”冯尚群站稳声子，恭恭正正地唱完一句长长的拖腔，才将那指
向远山的手势缓缓收住，抱于胸前，如是弱女子般地屈头弯腰、鞠
躬行礼。 在众人的掌声中， 他用中指点了几下就和乐队完成了沟
通，当掌声停下，他一个侧转，一手遮面，就用一个女子的娇态赢得
了一阵喝彩。 接着，他水袖长抛，舞步轻移，眉眼一闪，便亮出了赵
翠花的唱段，“风吹杨柳条条线， 雨洒桃花朵朵鲜。 百鸟出林巢不
沾，二八佳人出绣帘……”

冯尚群这一人扮相的男女对演， 一下把观众的情绪推向了高
潮。 这专业的舞姿、标准的唱腔，让人不得不服。 男女双演，是冯尚
群闻名安康的“拿手好戏”，至今在全市群文舞台仍无人能出其右。

他的另一手绝活，是用鼻子吹唢呐。 据说，安康城的市、区两级
专业剧团的演奏员们，也只是在电视上见过、在传说中听过这般技
艺，他们却无人上场亲力而为。 而冯尚群不仅能用鼻孔吹唢呐，还
能用双鼻孔吹双唢呐，这个独门功夫，人称“安康绝活”。

除了男女双演、鼻孔吹唢呐这两门硬功夫，冯尚群还是这个

民间艺术团的“全能人才”，是集编导表音美五大专业技艺于一身
的老戏骨。 论编剧，他不仅能创编大戏、小戏、折子戏等戏剧的剧
本，还能创作相声、快板、三句半等曲艺节目，而现编现唱花鼓子
更是他的长项。 论导演，从八岔、道情、小场子等地方小戏，到汉
调二黄、话剧等大型剧目，他样样导过，且有多个节目获过民间文
艺、非遗艺术类演出奖。 论表演，他能扮男女，可演老少，生旦净
末丑各种角色都演过。 论音乐，他既演唱、又演奏，还能谱曲、配
器，更为可贵的是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乐谱、锣鼓打头。 论美
术，他懂服装，会化妆，还能绘背景、制道具，尤其擅用木头制作各
种兵器和劳动工具。

这样一个全能型的戏曲艺人，他的技艺从何而来？ 据冯尚群自
述，幼时跟爷爷学，少时跟父亲学，成年后就跟着哥哥随团边演边
学，民间艺术团队要的就是这种见啥干啥、需啥学啥的实用人才。
他说：“冯山村是安康、商洛、汉中及鄂北十堰、襄阳一带闻名的戏
窝子，明清时期己有两家戏班子，常年走州过县四处演出，培养了
大批演艺人才和忠诚粉丝。 新中国成立后不仅为国家输送了一批
批专业艺人，奉献了一部部剧目资料，而且始终没有中止民间剧团
活动，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又为宣传党的政策、推进文
化建设发挥了特殊作用。 ”

冯尚群因上过中学、中专学校，文化程度较高，便是当地有名
的乡间文人。 安康师范学校毕业时，本应留校教音乐，但乡上动员
他回来当了大队会计， 兼管文化工作。 1980 年他被选聘到安康中
学，教了两年半的音乐，后到汉剧团去当了一年多的专业演员，因
为经不住乡政府动员， 不忍心乡亲们遭受缺乏文化、 缺医少药之
苦，又回村当了文书、村医，兼管宣传文化。 从村上退休后，他就一
心一意领办民间艺术团，只用三五年时间，就办出了能与专业剧团
比肩的水平，受到安康市及汉滨区宣传、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和表
彰奖励。

他家堂屋的一面墙，贴满了奖状，挂满了证书，桌案上还摆放
着几十个奖杯。 不过，他所展示的只是民间艺术团的荣誉，而非他
自己的。 各种乐器、道具和演出用品，摆满了堂屋两边的空间，把他
家变成了剧团的仓库。 而他家的门口，挂了四块“安康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传习所”的牌子，其戏曲品种分别为八岔戏、大筒
子戏、花鼓子、采莲船。 由此可见，他不仅多才多艺、才艺出众，而且
作为主要传承人，在弘扬传统文化上功绩卓著。

当我询问：“戏曲传承，后继可有人？ ”冯尚群毫不犹豫地说：
“没问题，我们这儿的群众基础很好，从村干部到小学生，多数人都
能敲两下子、吼几嗓子。 民间艺术团是育人的载体，培养、团结的骨
干成员始终有五六十人，老的八十多岁，小的二十来岁，学校还有
些好苗子。 因为村内活动多，外出赛事多，大家学艺、成才的机会就
多。 加之名声好、影响大，镇村重视，大家的积极性高，团队就活力
满满。 ”

或许正因为人才辈出、事业兴旺，作为牵头者的全能艺人冯尚
群才老当益壮，他曾在 2000 年患过癌症，做了手术后，一边演戏、
一边锻炼，竟然把癌症赶跑了。 为此，他感慨道：“做能让大家快乐
的公益文化事业，就是对自己有益的好事。 ”

小视频拍成大事业
通讯员 王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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