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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喂鱼！ ”“汪！ 汪！ ”一只比特犬随着指令从花丛
里窜出来，园区负责人陈善科拎着鱼饲料和料勺一步一步朝荷
塘走去。

“以前这是一片荒地的时候总有蛇虫出没， 每次皮特都陪
我一起去，它不怕蛇，能保护我。”陈善科向荷塘撒了一勺饲料，
看着正在进食的鱼苗说：“这两条狗也算见证了善科农业从初
期的养鸡到如今与荷塘清水鱼、果蔬种植‘三产’融合发展的整
个历程，现在这里已经没有野兽出没了，但是它们陪我工作已
经成了习惯。 ”

在善科农业园区，除了皮特外，还有一条名叫葡萄的金毛
犬，创业初期，陈善科以养殖蛋鸡和斗鸡为主，屡次遭到周围野
狗、黄鼠狼和蛇虫的侵害，皮特和葡萄来了以后就成了园区英
勇的“护卫军”。

“刚开始养鸡的时候经验欠缺， 看着活蹦乱跳的小鸡心里
美滋滋的，谁知道第二天醒来进鸡舍看到的都是血，2000 只鸡
被野狗咬的就剩几十只了，现在想起来都心疼啊。”陈善科咧了

咧嘴，仿佛就是昨日发生的事一样：“中间又养了 5000 只鸡，也
被咬死的差不多了，明明给鸡舍做了围栏，日防夜防还是不顶
用。 ”

“当时我和善科在地里挖了好大一个坑，把那些鸡埋进去，
弄得到处都是血，两个人都身心俱疲，又没钱只能在家里吃泡
面，当时镇上的书记知道了这事来家里慰问，自掏腰包给了我
们 5000 块钱，这事我一直都记着的。 ”陈善科的妻子张莉激动
地接过话茬：“养的鸡被咬死这种事情发生太多次了，后来实在
没办法花了大工夫把整个园区都围起来了，让两只狗在园区巡
逻，葡萄战斗力不如皮特，但叫声也能起到一个威慑警示的作
用。 ”

园区的条件这样差，为什么非得在这儿创业？ 关于这个问
题，张莉也曾十分疑惑。

“我 2013 年回到咱们老家的时候，看见满头白发的老人背
着背篓走在雨后泥泞的土路上，我就在想‘咱们这儿为什么就
发展不起来呢？’我也想让大家过上好生活，想让大家走上水泥
路，我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面对妻子的疑问，陈善科非常认真
地回答道。

为了完成这个梦想，从 2013 年着手创建园区开始到如今，
陈善科从大城市回到小山村，一度与鸡群同吃同睡、用嘴给鸡
喂药，张莉从怕虫子的“都市丽人”剪掉长发成了丈夫的“最佳
拍档”。

夫妻二人的手臂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抓痕，大多都是捡鸡
蛋时被母鸡挠的，陈善科却说这是甜蜜的伤痕，“有蛋捡才能被
母鸡抓，这说明咱们干得越来越好了！ 这都是善科农业坚持做
原生态农产品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信任，我们的鸡蛋过了一天
没捡就不会向外出售了，喂鸡也是用玉米、小麦、黄豆配的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的善科农业已经颇具规模，园区流
转土地 320 亩，实际经营中心区域 130.9 亩，养鸡年出栏 10000
只，产蛋约 60 万枚，养殖荷塘清水鱼 7 余亩，园区内种植果树
70 余亩，善科农业已经成了汉滨区境内最大的散养鸡供销商，
更是陕西境内唯一的斗鸡养殖户。

“今年准备再加盖一个厂房，现在是供不应求了。 ”陈善科
笑呵呵地说：“园区也在走农旅融合发展路线， 我们养了鸵鸟、
孔雀等动物供游客观赏，葡萄和皮特也非常亲人，喜欢和游客
‘撒娇’，在果蔬成熟的季节，园区内的瓜果还供大家免费采摘，
吃饭更是不用愁，我们这儿有农家乐。 ”

十余年的时间，陈善科夫妻二人让一方荒山从“百草园”变
成了“三产”农场，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匍匐在花朵
上， 轻捷的鸟儿从草间直窜向云霄……如今的善科农业园区，
已是一幅铺陈在美丽乡村的多彩画卷。

“有纠纷，找老支书”。这在汉阴县城
关镇三元村，已成为老百姓的口头禅。

走进城关镇三元村便民服务大厅，
总能看到一位年龄稍长者， 在几个人围
观下， 手指像弹钢琴一样熟练地敲击着
电脑键盘，凑近屏幕一看，他正在制作人
民调解协议书， 他就是汉阴县城关镇三
元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 老支书人民
调解室首席调解员张隆彦。

张隆彦在三元村工作长达 42 年的
时间 ，担任过村文书 、村主任 、副支书 ，
2021 年底换届选举时因年龄原因退出
了“村两委”班子，因他工作兢兢业业、勤
勤恳恳、任劳任怨，又被村上聘选为村调
委会主任兼该辖区网格员， 继续为三元
村的发展发光发热。自 1982 年从事人民
调解工作以来，他 40 余年如一日地坚守
在矛盾纠纷化解一线， 老百姓亲切地叫
他“老支书”，年轻干部尊称他为“师父”。

“老支书的威望高，不是他说话的声
音大，而是他调解纠纷的水平高。 ”三元
村的群众说。 2024 年 4 月，村民李四与
张三为一处林地边界问题发生争执，后
双方各聚集亲属数人，手持铁锹棍棒，你
吵我嚷，一度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张隆
彦听说后，立即放下手头上的
工作，与其他两位同事赶往现
场。 他一到现场立即置身双方
中间 ， 大喝一声 ：“都给我住
手，向后各退 3 米。 ”他以理服
人 、以情动人 ，积极劝导 ：“你
们邻里邻舍的，低头不见抬头
见，啥事情都可以商量着来嘛
……” 待双方情绪稳定下来，
他又组织双方主要当事人到
村委会进行调解，让当事人陈
述各自的理由，并出示相关土
地和林地证据，邀请村民小组
长按照土地、林权证进行勘界
和比对，发现双方存有争议的
约 0.1 亩林地，既不是李四的，
也不是张三的 ， 而是村集体
的。 他和村委会伙伴们一起分
别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
育，让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过
错和事情的严重后果，双方最
终握手言和。

“感谢你，老支书。 我们两
家再也没有因为那个过道的
问题发生争吵。 ”曾某对回访
的张隆彦这样说。 曾某与刘某

是邻居，原来关系亲厚，后因两家都想在
房屋之间的公用过道堆放杂物， 便经常
为此事发生争执。张隆彦了解情况后，主
动到两家做思想工作，经过两轮沟通，双
方同意一家一半， 张隆彦立即与另一名
调解员进行现场丈量并划定边界线，双
方言归于好。

和谐的邻里关系， 是每一户人家都
向往的，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想保持优良的和谐氛围， 需要许多人的
努力和付出， 而其中起关键桥梁和纽带
作用的， 当属专为他人作嫁衣的村 （社
区） 人民调解员， 张隆彦就是他们的代
表。

张隆彦深深感受到， 调解工作是辛
苦和麻烦的，却也是光荣和充实的。 每当
看到纠纷当事人像仇人一样前来， 经他
的悉心调解后，又像朋友一样离开时，那
种成就感和充实感使他把一切辛苦、疲
劳、烦恼都忘却了。 有人问他怎样才能做
好调解工作？ 他深有感触地说：“可以用
一句话来概括， 那就是基层人民调解员
必须有奉献精神和 ‘以情感人、 以理服
人’的工作方法。 ”朴实的话语饱含着他
对基层工作的满心热爱。

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安康老年大学），经常能看到一位年
逾八旬的老大姐整天忙忙碌碌，兴趣课程学习、公益活动组织、
指导节目排练，每一项她都做得无比认真，且十几年如一日，将
满腔热情都投入到老年公益事业中，展现出一位老党员不忘初
心、默默奉献的精神。 她就是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安康老年大
学）南苑艺术团荣誉团长梁本荣。

梁本荣从市委党校退休以后， 闲不下来的她积极发挥余
热，于 2011 年组建了安康市直老干部南苑艺术团，为了丰富老
年学员的生活，她把自家的房子腾出来，作为团队活动办公室，
搭建了老年健康娱乐平台。 该团在安康市民政局注册后，在梁
本荣的带领下， 一点点将最初只有 10 余人的队伍扩大到最多
时 100 余人的规模。 如今，还有 50 余人常年活跃在团队活动的
一线。 这些年逾花甲、古稀之年的成员，在团队中学唱歌、跳舞、
走模特、扭秧歌、拉二胡、练书法、排练文艺节目等，在一路风雨
中互相鼓励着走过 10 余个春秋， 把对生活的热忱都融入爱好
里，将艺术团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在活动中陶冶情操，也收获
了健康和快乐。

在安康老年大学， 梁本荣担任技艺系的临时党支部书记，
50 年的党龄，让她对于党的理论政策了如指掌，最前沿党建知
识她也坚持学习，并深刻理解其内涵精神。 为履行好党支部书
记职责，梁本荣创新“党支部+团（班）委会”的模式，多次带领技
艺系党支部与南苑党支部联合组织党员学习、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组织学习演讲会、举办学习专刊等，要求党员、团（班）干部
带头撰写心得体会，相互交流经验，以丰富多彩的形式领会党
的十九大、二十大以及历次全会精神，让党的旗帜在老年党员
群体中飘扬。

在梁本荣的带领下，团队不仅“红星闪耀”，而且成员们都
坚持做公益，常年到社区、养老院、敬老院进行公益演出，受到
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前两年在和安康老年大学慈善分会组织的
慈善捐款活动中，积极组织团队成员踊跃捐款、奉献爱心；带领
团队到汉滨区各敬老院和社区进行公益演出时，梁本荣排除腰
伤疼痛、慢性病的困扰，只要有邀请，就坚持带队演出，鼓舞着
爷爷奶奶级的演员们克服年岁大、路途远等困难。 身背好几套
演出服、鞋子，带着锣鼓、二胡等乐器，用绘声绘色的表演，给观
众朋友带去欢声笑语，赢得群众的热烈掌声和争相夸赞。

为了让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梁本荣带着团队成
员创新活动形式，利用户外场地学秧歌、组队伍，经过一段时间

的精心排练， 他们组织
了近百人的秧歌队 ，在
金州路等城区中心地段
进行展示表演， 吸引了
很多观众驻足观看 ，周
边的商场也跟着热闹了
起来。 这一举动还受到
了媒体的采访和报道 ，
南苑艺术团也被市民政
局评为 “先进团队”，梁
本荣个人被市委党校评
为“优秀共产党员”。

今年 4 月， 梁本荣
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
因， 辞去了南苑艺术团
团长的职务， 团队成员
一致推荐她继续担任南
苑艺术团荣誉团长 ，这
是对她多年来为团队做
出贡献的肯定和尊重 ，
亦是对她能力的认可 。
心系党员和群众的梁本
荣， 以实际行动践行了
“老有所学、 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的理念，谱写
了一曲夕阳别样红的动
人歌谣。

二十八岁到三十八岁，是人一生中最美好
的黄金年华， 也是朱世俊与平利结缘的十年。
走进平利、融入平利，一步步成长为平利青年
群体的领军人，并先后当选为平利县青年创业
协会会长、平利县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平利
县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平利县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等，他被朋友们亲切地称
为“朱会长”。朱世俊总说感恩平利的包容和接
纳，大多数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然是一个地道的
平利人，愿意为这片土地贡献自己的热情和力
量。

2014 年， 平利县人社局标准化社区工厂
建设招商活动把朱世俊带进平利县。 彼时，他
的生意刚刚步入正轨，对平利这座小城并不了
解，对社区工厂也没有概念，家人和朋友并不
赞同他抛下打拼几年的手机市场，可是想要干
事创业的激情还是促使他带着一腔热血和对
未来的憧憬来到平利。

初来乍到，尚属于新生事物的社区工厂并
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在结合大量的群众
走访和几家家庭工厂的调研后，他决定做一家
电子产品代加工的社区工厂。工厂一挂牌便招
到了几十名工人，如何接到订单成为他面临的
最大难题。为了争取订单，珠三角、长三角地区
到处都留下了他的串串足迹。 大部分时间，朱
世俊奔波在见客户的路上， 赶火车、 赶飞机
……经常面包就着矿泉水就是一天的饮食，客
户跟他也逐渐熟悉起来，他用产品质量和生产
时效赢得了客户肯定， 订单慢慢稳定下来，工
人的工资也有了保证。他“第一个吃螃蟹”的经
验也为平利“楼上居住，楼下就业”的社区工厂
模式提供了一个样本。

在创业最难的时刻，朱世俊收获了很多平
利朋友的帮助， 使他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小城，
也更懂得小微企业需要互相扶持、抱团发展的
道理。 2019 年，他牵头成立了平利县青年创业
协会，旨在搭建平台，让青年创业者们实现思
维碰撞、资源共享，同时解决小微企业发展难
题，助力行业发展。

朱世俊也是一个勤于学习的人，在工作之
余， 他思考最多的就是怎样提供更好的服务。
为此，他积极对接金融、司法、人社、税务等部
门，邀请行业专家上门指导培训，与平利县农
商银行签署战略合伙协议，举办中小企业创新
发展沙龙，丰富的活动和规范的管理吸引带动
着广大青年创业者， 吸纳了 110 余家会员单
位，涉及 20 多个行业加入协会，成为平利县青
年的“创业之家”。

小小的县城，也因为这样一群有梦想的年
轻人变得更有活力，会员企业绿泰园刚刚起步
的时候，产品的销售成了创业者冉康的一大心
病，于是他向协会发起求助，朱世俊便帮忙对
接市青创协会的会员企业金州美食、睿智餐饮
等，为绿泰园建立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帮助企
业走上正轨。

“十三五”期间，青创协会包联了西河镇三
合村，帮扶工作刚开始时，大多数是走访慰问
贫困户，直到 2020 年 11 月，朱世俊在走访中
得知村民吴某老伴患病， 家里还有 2000 余斤
稻谷、500 余斤紫薯亟待出售， 他便在协会群
内代卖，短短半天就帮助村民将滞销的农产品
销售一空，看着老两口感激的眼神，他意识到
送粮送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有解决增收途
径才是最有效的帮扶手段。 于是，朱世俊提出
“送就业、送技能、送产业、送营销”的助农新模
式，发动带领协会从事商超 、餐饮 、电商的会
员，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提供就业岗位、代销农
副产品等方式带动群众增收，两年时间开展各
类帮扶活动 30 余场次， 帮助销售农副产品 50
余万元，捐款捐物 16 万余元。

出身农村的朱世俊深知农村孩子求学的
不易， 担任平利县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以后，
他把重心放在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的学习生活上，谋划公益项目的对接、运行和
落地，积极联系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义工联
等公益组织，先后为老县镇锦屏社区、大贵镇
后湾安置社区、城关镇药妇沟社区、白果社区
等社区工厂务工人员的子女争取 5 万余元的
学习用品、益智玩具等物资，为百余名留守儿
童子女开展健康体检、知识讲座等志愿服务活
动，依托社区儿童空间、妇女儿童之家等，持续
为 360 余名留守儿童提供心理健康教育、托管
服务等。

2020 年 7 月， 得知村民
张某常年在外务工， 家里仅
有三个小孩共同生活， 他和
同事立即驱车前去看望 ，看
着空荡荡的房子、 三个依偎
在一起的孩子， 同样身为父
亲的朱世俊感到无比心疼 ，
立即着手筹集善款并购置冰
箱、 电风扇等物资送到他们
家里。 2021 年 11 月，得知大
贵镇儒林堡村王某的孩子身
患重疾需要治疗， 他又带头
捐款并在三天内募捐近两万
元送到该村民的手上。

在开展“一老一小”关爱
活动中， 他积极带动社会组
织和志愿者，先后为西河、大
贵、老县、洛河等镇村筹措关
爱物资 10 万余元，广泛开展
亲情陪伴、安全知识讲座、义
诊义剪等志愿服务活动。

朱世俊本人更是先后在
长安中学、 城关四小等学校
认捐困境儿童， 为他们提供
伙食补助、学习资料，累计捐
资捐物 10 万余元，有人说现
在赚钱不容易， 他说：“赚钱

的目的就是做有意义的事情，这些钱花得很值
得。 ”

2016 年，经平利县人社局推荐，朱世俊当
选平利县九届政协委员，连任十届委员、常委。
政协委员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8 年来，
他立足自身，联系群体、面向群众、服务群众，
积极建言献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
员、一个政协委员的初心。

2021 年，首批委员工作室之一的朱世俊委
员工作室成立，吸纳常驻委员 6 名，非常驻委
员 4 名。 他积极作为，认真调研，提出的《加大
青年创业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发展的建议》被评
为优秀社情民意，《关于加大力度支持小微企
业稳定城市经济发展》等 3 篇提案被评为优秀
提案。 在了解到城关四小周边存在交通隐患的
情况后，他联系工作室多名委员现场勘查探讨
解决方案，撰写了《关于迎宾大道和猫儿沟桥
交汇处加装交通信号设施的社情民意》， 该社
情民意得到了平利县委、 县政府的高度重视，
很快就得到了落实，解决了民之所盼，赢得了
群众点赞。

所有的努力都会被看见，用朱世俊自己的
话说：“在平利十年，收获了友谊，收获了成长，
也收获了赞许。 ”在他的工作室内，第二届安康
创业好青年、安康市最美志愿者、安康市新时
代文明实践优秀志愿者等证书和奖牌不胜枚
举、熠熠生辉。

从百草园到“三产”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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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隆彦

朱世俊梁本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