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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的城市里，总有人每日披星戴月、疲于奔
波，为了生计不得不扛起生活的重担，在这样的环
境中，却有这样一类人，愿意将自己本就不多的时
间、精力、物力匀出一份，用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
需要关爱的人群，胡小米就是这样一个人。 她在本
市从事餐饮行业， 同时也是一位内心温暖善良，默
默做公益事业的志愿者。

胡小米是 80 后， 出生于汉滨区关庙镇的柑树
村，很小的时候，她便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独立起
来，一个人照顾着自己和弟弟妹妹，艰难地撑起一
个家。 稚嫩的心灵从这时候便悄然种下一粒善的种
子，她不想看到那些与自己有着相似经历的人过着
同样艰苦的日子， 她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他
人， 让那些身陷黑暗的人们知晓，“黎明总会到来，
无论多么难熬的日子终会过去。 ”

怀揣着这样的纯良之心，胡小米的公益事业在
很早之前便开始萌芽。 时间拉回到 2003 年，中国爆
发了 SARS 病毒，一时间人心惶惶。彼时的胡小米还
在安康某家餐饮店务工，收入也算可观，足够自己
与弟弟妹妹生活。 但她在得知了前线有许多医生和
志愿者为了控制疫情蔓延而冒着生命危险时，便毅
然决然地去往一线做志愿者，这段经历不仅磨炼了
她的意志，更是让她心中的公益之火愈发旺盛。 旁
人在了解到这一事情后，忍不住纷纷对她竖起大拇
指，敬佩之声不绝于耳。

后来， 勤劳踏实的胡小米攒下了部分积蓄，她
便想着从事她所热爱的餐饮行业。 2014 年，属于她
的第一家店铺———“重庆片片鱼”正式开业了。 店铺
的生意很是火爆，收入也在不断地增长，这对于胡
小米来说不仅仅是简单的增收致富，更让其那颗忍
不住做公益的心终于有了物质上的后盾做支撑。

有一天，胡小米正在店里忙碌着，她突然发现
离店不远的路上有个蓬头垢面的人，远远看上去像
个年老的流浪汉，但是仔细一看却发现，这分明是
个年龄不大的孩子。 她赶忙将那孩子叫了过来，问
了半天终于问清楚了情况。 原来这是个和家里闹矛
盾独自离家出走的孩子，因为不想回家，便在安康
四处流浪。 胡小米忍不住收留了他，将这孩子好好
拾掇了一下，白天就让他在自己的店里面休息。 在
此之后，胡小米又碰巧遇到了两个情况大差不差的
少年，他便依旧收留在自己的店里面。 后来，她通过

多方渠道联系上了这三个孩子的家长， 这些家长听闻胡小米无偿帮助自己的孩子
后，无一不是感激涕零。 在这期间，胡小米一直给这些孩子灌输正确的三观，让他们
能理解自己的父母，不再做出这样过激的行为。

帮助他人让胡小米的心里觉得安慰踏实，此后，胡小米便一直用盈利的钱做公
益事业。 前两年的时候，胡小米老家村上的一个小女孩因意外从楼上坠落，休克住进
了医院，而女孩的家人却因为高昂的手术费愁得泪流满面，胡小米在听闻这件事情
之后，不顾自身窘境，毅然选择向女孩捐款，并发动身边的朋友帮助她渡过难关。 在
她的不懈努力下，受伤女孩的治疗款终于凑够了，女孩也在手术后，摆脱了危险，慢
慢恢复了健康。

胡小米总是怀揣着一颗热忱之心，在开店期间，她经常看到环卫工人们顶着酷
暑严寒工作，有时只舍得买个馒头吃。 见此一幕，胡小米的恻隐之心又开始萌动，她
决定以便宜的价格让环卫工人们吃饱吃好。 于是，在和爱人商议斟酌之后，她以两元
钱的价格让环卫工人们到店里吃蒸面喝稀饭。 那段时间，胡小米的饭店中经常可以
看到许多的环卫工齐聚余此，满足地吃着物美价廉的食物。

过了几年，胡小米和几个朋友一起经营了一家以巴蜀风味为主的火锅店。 这家
火锅店无疑是她做得最成功的一次餐饮， 无论是火锅用料的纯正还是优质服务，都
让每个食客拍手叫好，这也使得火锅店每日的净收入都能达到过万的额度。 火锅店
营业的几年间，她也没停下公益事业，一直到处捐款，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群体，当
她被人质疑的时候，她总把这样一句话挂在嘴上：“正是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我不希
望在我有能力的时候再看到别人淋雨，我想去给他们撑一把伞，哪怕只是一会儿。 ”

可是好景不长，幸运并没有一直眷顾这个善良的姑娘。 因为一名股东的贪念，将
火锅店的用料偷梁换柱，致使口碑急转而下。 胡小米与其解散后，采取许多手段想要
挽回火锅店的声誉，奈何餐饮行业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许多顾客得知火锅店的口
味不一样了后，便不再选择前来消费，不得已，胡小米万般不舍地关闭了这家店。

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击垮胡小米的意志，反而让她越挫越勇。 这一次，她汲取
经验，用心筹备，又开始经营名为“小米美食”的餐饮店。 她将属于前两次开店的特色
融入这家新店中来，无论是炒菜，或是烧烤、火锅，都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多元化的佳
肴让“小米美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客人纷至沓来。

为了扩大店铺的影响力，忙碌之余，胡小米也开通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名为
“小米搞笑”。 因为视频内容接地气，很多粉丝关注了她，流量也渐渐倾斜过来。 更有
许多人在抖音上了解到胡小米喜欢跳舞之后，便邀请胡小米到自家店铺跳舞引流。

虽然在城市待了很多年，可胡小米一直都想要回到家乡，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
做点助农增收的好事、实事。 她与村上干部商议，想在村中发展农家乐，以此带动家
乡的经济和旅游业。 她的想法也得到了村民的认可与支持，“小米，你回来开办农家
乐，大家都高兴，只要你有想法，随时都可以回来。 ”

“做公益做了这么多年，你不累吗？ ”“每次都捐这么多钱，你不管自己家吗？ ”这
样的问询好似河水般接连不断地拍打在胡小米的耳畔，但这些话语从来都没有影响
过她的决心。 她明白，这些怀疑的声音不过是建立在不了解她的基础之上，一旦知晓
她的过去，便能明白她的选择与初心。

“现在我的孩子也都很懂事、很孝顺，家里也越来越好，我还会把公益事业坚持
做下去，尽自己所能帮助更多人。 ”谈及自己的现状，胡小米的脸上泛着腼腆的笑容，
霞光映照下，她清亮的眼眸中满是对未来的期许。

从东坝大桥驱车而上，只消 20 多分钟的时间，便到了县河镇毛坝村。
离毛坝村委会不远的地方，一座依山傍水、古朴雅致的农院赫然跃入眼帘，
“县河农舍”的木质招牌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醒目。 虽不是周末，但这里
依然熙来攘往、人声鼎沸，络绎不绝的客流将原本宽敞的农庄填的满满当
当，不时有欢声笑语和着潺潺流水的声响、山雀鸣唱的韵律传入耳畔。

与客人们悠闲放松的状态不同，农舍主人梁远兰心头虽欢喜，但自清
晨的第一声鸡鸣将她从梦中唤醒后，她的神经便一直处于紧绷状态。 早上
6 点多，她早早便在院子里忙碌起来了，检查卫生、准备食材、查漏补缺，每
一项都做得一丝不苟。 “这也没办法，现在生意难做，特别是餐饮行业，同行
们一个比一个卷的厉害，自己如果不能努力做精做好，很难留住客人。加上
我们这是新开的，就更要把控好细节，特别是菜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给消费
者留个好印象，让他们从‘头回客’变成‘回头客’。 ”

今年刚刚迈入不惑之年的梁远兰，对生活有着属于自己的理解。 20 多
年前，尚还处于青葱年华的梁远兰住在大垛村，因为学校离家远等缘故，她
很早就离开了校园，此后跟着家中亲戚到深圳务工。 21 世纪初的春天，南
下务工的热潮蔓延到山区的沟沟坎坎，不再上学的适龄男女，大部分都背
起行囊，将自己对未来懵懂的渴望一并送入各种各样的制造工厂。 流水线
上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消磨着岁月， 也吞噬着张张青春面孔对生活的感
知。

在外待了几年后，梁远兰回到县河老家，和同村的对象结了婚。回忆里
的那段时光，日子虽然艰难，但好在自己和丈夫都是吃苦耐劳的人，从不会
轻易服输。两人很快带着尚还在襁褓中的儿子来到了城区，丈夫开货车，梁
远兰自己则盘下亲戚不再经营的批发部，做日用品的零售批发生意。 “那时
候别家早上 8 点开门，我就 7 点开，晚上也下班很迟。有时候客人买东西不
方便取，我就给免费送到家里，大型批发商瞧不上的零售生意，我也尽心尽
力做，很快生意就好了起来。 ”据梁远兰讲述，彼时的市场竞争远不像如今
这样激烈，靠着踏实肯干，两人很快攒下一笔收入，拿着几十万，夫妻二人
回毛坝盖了楼房后，丈夫又用余下的钱投资矿产生意。

2013 年， 在梁远兰的强烈要求下， 生活的重心权再一次回到她的手
上。 “那时候我爱人一门心思想做大生意，折腾了几年，虽然也赚了一些钱，
但是投进去的钱也越来越多，我就想着不能这样了，就喊他回来，和我一起
干点别的。 ”再回头，批发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梁远兰也因为要照顾两
个孩子上学，不得不转让店面。经过再三思索后，梁远兰想到有个在广东从
事瓷砖生意的亲戚曾告诉她，“卖瓷砖很赚钱。 ”

就这样，梁远兰又和丈夫进入了经营瓷砖的行当。 “我比较细致，就在
店里做销售，我爱人会销售和设计，也经常出去拓展客源，加上那几年整个
市场的行情也不错，生意越来越好。 ”满怀憧憬的梁远兰，从未有过抱怨的
时候，尽管经常会面临各种琐碎和困境，但在她清秀的脸庞上，始终有一股
不服输的倔强催动着她，往前走，不回头。

梁远兰经营瓷砖生意的时候，正逢房地产烈火烹油的时期，整个产业
链都被这股飓风不断推向高点。但经济运行的逻辑亦会明明白白地告诉每
个人，没有任何一个行业会是永远的风口。

“去年开始，生意就越来越难做了，我们之前开了两个店，天贸城的已
经转让出去了，现在兴华市场那一个还有点股份，交给合伙人在打理。 ”梁
远兰不会去研究经济市场变化起伏的缘由，当时代的风霜漫过每个人的肩
头，一丝一毫的寒意都足够引起聪明人本能的警觉。

2023 年下半年，梁远兰回到久不居住的老家，那栋和丈夫用辛苦赚来
的钱盖的四层小楼。 “我也没做过餐饮，这些年都是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
业，相互之间也没啥关联，就想着先做了再说，只要诚信经营，总会好起来

的。 ”抱着这样的想法，梁远兰和丈夫很快将小院重新翻修了一遍。 4 月下
旬，县河农舍的牌匾已经高高挂起，将所有设施、人员配备齐全后，5 月 1
日，农庄正式开始试营业。 “我们做的就是农家风味的菜，比较有特色的就
是一鸡两吃、油饼拌汤、酸辣猪蹄等。 ”每日的采买，梁远兰都坚持亲力亲
为，自己抽不开身的时候，也会详细叮嘱爱人，选择什么部位的肉类，新鲜
的蔬菜怎么挑选、搭配。

如今， 每日忙忙碌碌的梁远兰虽然在繁重的劳作后难免觉得疲惫，但
夜深人静的时候，紧张的心绪骤然放松的片刻，也会觉得安然踏实。 “兜兜
转转又回到农村来了，现在就想着把农舍经营好，不管怎么说，人总是要吃
饭的么。 ”温柔的笑意缓缓爬上梁远兰的脸颊，满心的期许化作眼眸中的一
片晶亮。

为了提高知名度，她在忙碌的间隙，开始学着拍摄短视频，将农舍里的
风味美食、龙潭河岸的宜人风景一一装入镜头，展现给更多的观众。 不少慕
名而来的顾客总会在看到她的第一眼就热情地喊上一声，“兰姐，给我们安
排几个你这儿的特色菜。 ”听到招呼声的梁远兰，手脚麻利地布置好一切，
在锅碗瓢盆的碰撞中，迎来送往的笑声里，维持着对生活节奏的平衡。

太阳朝升暮落，四季光阴流转。 对于梁远兰来说，最朴素的生活哲学就
是不断地向前奔走，长满荆棘的荒野，也总会有一条路径，鲜花满地、芬芳
四溢。

“小朋友们，朗诵不仅可以促进语文的进步，也能给生活带来更多的欢
乐，有兴趣的同学平时可以加强练习。 ”5 月 25 日，在平利县城关镇东关社
区的周末小课堂上，平利县朗诵协会会长高扬武作为志愿服务老师，给在
场的小朋友带来了一堂主题为“朗诵与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的课程，让朗诵
温暖润泽孩子们稚嫩的心灵。

1985 年，高扬武出生于陕西省宝鸡市，这里文脉传承数千年，展现着
周秦文化的遗风古韵。看到青铜铭文，高扬武热爱上了篆刻，在研习篆刻的
过程中，高扬武又开始主攻小篆书法。 “秉纯洁之念，诵天籁之音。 ”自小受
到文化熏陶的高扬武，始终对朗诵情有独钟，只要一有时间，他就揣摩练
习，如痴如醉地沉浸在“声音的王国”中。

2010 年 9 月，高扬武越过秦岭，来到平利县中学任教。 他第一堂课讲
授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时，首先用铿锵有力的声音朗诵这篇大气磅礴
的作品，让全班学生深深折服。 “当时听高老师的朗诵，感觉比听网上的配
乐朗诵还要带劲。”尽管时隔十多年，但当时班上的学生余传奇至今仍记忆
犹新。

除了承担教学和班主任工作外，高扬武还承担着学校各类文艺活动的
主持和语言类节目的指导任务，同时也是学校广播站和朗诵社团的指导老
师。 2016 年秋季，平利县中学迁入新址，学校广播站和录播室硬件设施焕
然一新，高扬武倾注了更多的精力，为学校广播站培养广播员，为朗诵社团

培养朗诵人才。 高扬武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特别强调感情的
输出，他时常强调：“声音要出彩，感情先入心。 声音的背后是思
想感情，只有深入了解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才能真切体会到
作者的真情与沉思，真正做到感同身受、同频共振。 ”让高扬武
感到欣慰的是，他指导过的一些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凭借着优
秀的朗诵特长，成为学校播音主持和朗诵表演的中坚力量。 其
中，他的学生秦亮亮荣获陕西省第六届朗诵大赛决赛成人组二
等奖、廖新语荣获第十七届全国艺术特长生展评陕西地区朗诵
专业金奖。

高扬武认为，有好的朗诵，必须有好的朗诵文本作为前提
和支撑。 他在大量阅读、精心选择朗诵文本的同时，挤出时间进
行朗诵文本的创作。 他在朗诵诗歌文本《春天的献礼》中写道：
“我们向春天献礼/和煦的阳光洒满奋进的肩头/破土而出的种
子， 生长着梦想的坚毅/我们向生活献礼/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挂在脸庞的汗水，芬芳了盛开的花蕊……”

立足于学校，但不止于学校。 高扬武在不断思考着如何带
动更多人，将朗诵艺术在平利这片热土上发扬光大，通过“好声
音”推官，让更多的人了解平利、熟悉平利、爱上平利。 2019 年 6
月，在高扬武的牵头组织下，以兴趣爱好小团体的形式开展了
“平利县庆‘七一’爱国诗歌朗诵会”，正式拉开了平利县朗诵协
会筹建的序幕。 在众多志同道合朗诵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下，
2020 年 8 月，平利县朗诵协会正式成立。

在高扬武的带领下，平利县朗诵协会以“为爱发声”为努力
方向，一步步发展壮大。 协会成员积极参与县内朗诵比赛、宣讲比赛的组织
发动、指导评选等工作；每年“五四”“七一”和国庆节期间，录制专题朗诵视
频，为繁荣县域文化献力；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参与暑期小课堂、
周末小课堂，满足留守儿童的微心愿。

“独行快，众行远。 ”在常态化开展各种交流指导活动的同时，2021 年 7
月，平利县朗诵协会邀请天津著名朗诵艺术家侯方老师来平利举办了为期
5 天的朗诵艺术专业培训；2022 年 7 月， 在平利县文联和县文化馆的支持
下，平利县朗诵协会又举办了为期 5 天的“喜迎党的二十大，奋进建功新征
程”经典爱国诗歌朗诵培训课。 在高扬武的带领下，平利县朗诵协会的会员
们在各类活动中频频亮相出彩。 协会代表平利县参加第 31 届中国茶业科
技年会安康富硒茶专场推介主题活动；会员参加全市“聚力建设共同富裕
的幸福安康”主题宣讲活动荣获一等奖；会员参加安康市“弘扬延安精神，
凝聚发展动力”宣讲比赛荣获一等奖；协会指导学生参加安康市“走进春
天，拥抱安康”第五届经典诗文朗诵大赛并荣获一等奖……

校地合作传佳音，文化润民传美名。2023 年 7 月，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东华带领“启声”志愿者服务团在平利开展“推普”活
动期间，高扬武等平利县朗诵协会成员同“启声”志愿者服务团携手合作，
在文化广场和乡土小院举办“红色经典润乡土”快闪活动，共谱经典诵读与
乡村振兴的“音音乡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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