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物 ２０24 年 7 月 3 日 编校 吴苏 组版 永涛 07秦巴文旅

周
青
锋：

从回乡创业到成为致富带头人，“蚕状元”周青锋积极探索
农业经济发展新路径，带领群众发展桑蚕产业，用一个个蚕茧
串起了全村人增收致富的梦想。

时下，正是第二批春蚕丰收的时节，在汉滨区石梯镇双联
村的联丰农民专业合作社里，农户们正忙着将结好的蚕茧从茧
簇上摘下来，一筐筐摞起来的蚕茧不一会儿就堆得像“雪山”一
般高，让人看着便心生喜悦。

在石梯镇，联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周青锋早已成为
当地远近闻名的养蚕大户，而他的名气远扬，不仅是因为他养
蚕养得好，更因他还积极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受到村民们的
广泛赞誉。

今年 80 岁的李朝选和他的老伴儿在周青锋的园区务工有
四年了，干一些锄草、施肥、剪枝、摘桑叶之类的农活儿。 “我们
现在还能劳动，我想自食其力，赚点零花钱贴补家用，在这里我
和我老伴一年加一起能赚 4 万元左右，我们很知足了。 ”谈起现
在的生活，李朝选高兴地说。

“我们年纪大了，没啥文化，也没技术，外出务工也没人要。
在这个合作社里务工，四季都有活干，一年收入有两万多元，不
比外出打工挣得少呢。 ”双联村村民冯满兰对现状也是颇为满意。

周青锋流转双联村 500 多亩土地，其中桑园 390 亩，种植果桑 40 多亩、桃树 70 多亩，产值
达到 60 余万元，带动了当地不少村民务工。 农忙时节，每天用工达 30 多人，工人们每天收入
100 元左右。 周青锋说，自己每年用于发放农民的劳务支出达 30 多万元。 他不仅拓宽了村民的
增收渠道，也能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业。

先富带后富，周青锋自己过上了好日子，也不忘带动周边村民一起发展蚕桑产业。 一些村
民看到周青锋靠种桑养蚕成为致富能人，纷纷向他取经，他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传
授给他们，帮助他们提高养蚕效益。

从小家境贫寒的周青锋，小学毕业后就外出打工，成了“北漂族”，在外地务工的日子，周青
锋对家乡的眷恋与日俱增。 而随着父母年龄增长、身体也渐渐开始走下坡路，周青峰回乡的念
头越发迫切。 2017 年，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后，周青锋回到老家陪伴在父母身旁。 在照顾父母
的同时，他也一直琢磨着想要干点什么，经过一番考察后，他萌生了种桑养蚕的想法。 然而，当
周青锋把想法告诉家人时，却遭到了他们的一致反对，北京那边的事业已经稳定，回到家乡创
业意味着一切从头开始。

“安康兴桑养蚕历史悠久，产业链完整，技术体系健全，我们村离安康城区也近，我看好蚕
桑产业。 ”说干就干的周青锋，坚定了种桑养蚕的想法后，便积极落实行动，他请教专家、学习技
术、考察市场、邀请技术人员现场指导，经过不断摸索，他对兴桑养蚕有了一定的了解。2017 年，
周青锋开始办理手续、流转土地。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规划布局，他的蚕桑产业园区开始初具规
模。 “从刚开始一张蚕到现在一年养 160 余张蚕，虽然辛苦，但看到村民们能够在家门口有事
干、有钱赚就感觉很值得。 ”他的执着和坚持也得到了家人的认可，转而大力支持他做自己想做
的事。

如今，蚕桑产业已成为双联村的主导产业，更是该村群众增收致富的亮点。 在周青锋的办
公桌上， 厚厚一摞荣誉证书和奖牌十分醒目，“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标杆”“安康市第六届十大养
蚕状元”“安康市 2023 年度蚕桑产业优秀经营主体”“返乡创业示范标兵”。 每到桃子和桑葚成
熟的季节，从市区赶来周青锋的园区采摘观光的游客便络绎不绝。 谈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周青
锋说：“下一步，我将依托园区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着力打造一个集农业产业、观光
旅游、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示范园，带动本村经济发展，促进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

夏至刚过，位于紫阳县蒿坪镇改革村“荷”你“藕”遇景区内的
荷花便纷纷张开花苞，在微风中洋溢着阵阵清芬，整个景区的环境
十分闲适静谧，晨起日暮，许多村民相约到此漫步。 而到了周末，这
里更是热闹，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在荷塘深处嬉戏游玩，尽情
享受夏日美景予以身心的惬意。

每到这时，杨德菊是最开心的。 南来北往的游客总要到她的锦
荷雅居用餐品茗，品尝地道的紫阳美食。 人流如织的农家乐里，热
情爽利的杨德菊穿梭在厨房与餐厅之间，招呼客人、端茶倒水、安
排菜色，常常忙得脚不沾地。 但这种忙碌无疑让她十分欣喜受用，
“做生意嘛，哪有不受累的，我还盼望越忙越好，客人越多，我的收
益就越好。 ”清脆的笑声回荡在绿水青山间，眉眼弯弯的杨德菊也
打开了话匣子，讲述着这一路走来的苦辣酸甜。

时间回溯到 1984 年，在蒿坪镇东关村，杨德菊用响亮的哭声
宣告着自己的到来。 作为家中的老大，幼年时的她便帮着父母承担
很多力所能及的家务。 在连绵起伏的山壑间，鸡犬相闻、春种秋收
的节奏就是村民们生活的全部。 杨德菊不甘心就这样困在大山，自
小便有主意的她，早早就进入了社会，她渴望山外的世界，陆续辗
转多个大城市，在一路跌跌撞撞中逐渐明了生活的真相，决意要把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2005 年，她返回蒿坪，和一位老师喜结连理。 当爱人忙于自己
的工作时，杨德菊便在琢磨自己能干些什么，思索良久后，她开了
一家精品店，靠着独到的眼光、热情的服务，收获了自己创业路上
的第一桶金。 在随后的数年间，她在亲朋好友的支持下，将生意的
版图越扩越大，囊括了婚礼策划、文化传媒、花束销售等方方面面，
成为有口皆碑的女强人、铁娘子。

“婚庆行业在乡镇上毕竟是有发展局限性的，受人口、季节等
多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忙的时候就很忙，闲的时候也很闲。 所以也
一直想着再做点其他啥， 既能实现自我价值， 又能带动乡亲们致
富。 ”思维活络的杨德菊，在一次与蒿坪镇政府的干部交流的时候，
得知镇上正在聚力打造“紫阳味道”品牌，建设农旅小镇，加之自己
本身喜好美食，她便有了开办一家农家乐的想法。

干事创业的念头一经萌生，便迅速在她的脑海中生根发芽。 构
想的火热催生着她行动的加速，说干就干的杨德菊，在镇干部的帮
助下，于去年上半年在改革村四组租下一处农院，因原住民早已搬
走，事情推进得极为顺利。 经过 3 个月的装修改造，占地 1000 多平
方米的锦荷雅居在去年 9 月就正式营业了。 因为环境好、服务优，
菜品味道好， 一开业便有很多客人络绎不绝地来到锦荷雅居品美
食、赏美景，在满目青翠中感受“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的田园
诗意。

“今天头一次来这里，环境不错，从露台上就能看到远处的茶
园、近处的荷塘，吃完饭沿着步道走一走，心情瞬间都变好了。 ”6 月
的一个周末， 从安康城区驱车来到锦荷雅居的杨先生对农家乐周
遭的环境赞不绝口。

“早就听说紫阳菜好吃，我们第一站就来到了蒿坪，随机选了
这一家，吃到的农家豆腐豆香浓郁，服务员说都是当地人用自家种
的黄豆做的， 炖的腊肉也是香气扑鼻， 特色的山野菜更是别有风
味，直让人吃得停不下筷子，蒿坪真是个好地方，景美人美、吃得也
好，听周边老百姓说，附近还有很多有特色的农家乐和民宿，有机
会我还要再去尝一尝。 ”西安来的游客胡小莉提起自己在锦荷雅居
吃过的美食便念念不忘。

因为生态环境优良、地理资源优越，蒿坪镇近年来着力围绕农
旅产业做文章，积极号召当地群众发展种植、养殖、农家乐，特色民
宿等产业，聚力打造“品紫阳味道 游康养蒿坪”品牌，培育了一大
批各有特色的农家乐。

杨德菊也正是看到了政府发展的决心和农文旅产业的前景，
才大刀阔斧地将精力、财力、心力投入进去。 “以前我也没搞过餐
饮，所以刚开始心里还是比较犹豫的，包括怎么装修，菜品主打的
方向，最开始都没底。 我们当地政府就专门组织一批农家乐负责人
到外地学习，看看别人怎么做，借鉴别处的好经验好做法，再融入
本地特色，现在名气也慢慢提升了，我这里现在能同时接待 100 多
人，客人反馈都还不错。 ”坐在星空房外的露台上，杨德菊对农家乐
的经营颇有信心。

这份信心的背后，除了当地政府打下的良好基础，亦离不开杨
德菊个人的艰苦奋斗。 “做餐饮是很辛苦的，每天天刚麻麻亮，我就
要起床去采买最新鲜的食材， 到了店里， 把卫生仔仔细细收拾干
净，到了饭点，就要开始招呼客人，几乎每天都要忙到晚上 10 点左
右才能回家。 ”尽管如此辛苦，但杨德菊从未有过抱怨的时刻。 她常
说，自己是苦孩子出身，从小就目睹父辈们为了生活，日夜劳作的
辛酸， 吃苦耐劳、 勤劳致富的理念早已深深扎根在自己的思维深
处，所以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她都坚持精益求精，把事情做到能力
范围内的最好状态。

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为了让顾客满意，锦荷雅居开
业前期，她天天和厨房大师傅待在厨房，一遍遍试菜品，邀请亲朋
好友尝味道、提建议，直至调整到自己满意为止。 她对细节的考究
最终也反馈在结果上。 店里的炒羊肉、开花酥、紫阳蒸盆子等菜品
都成了远近闻名的招牌，引得饕客们频频光顾。

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带乡亲。 杨德菊自己富了腰包、鼓
了口袋的同时，不忘帮助周边的邻里。 春夏时节，村民菜地里的菜
蔬长得水灵，杨德菊便上门购买农户自家种的蔬菜、养的土鸡等农
产品，既满足农家乐的采购所需，也让村民得了便利。 客人多的时
候，她也就近聘用周边赋闲在家的农妇到店务工，让她们能够得些
收入。 周边的村民提起她，也总会竖起大拇指夸赞道：“这个女子能
干的很，干啥成啥。 ”

莲叶田田、荷香阵阵，在美丽生态为底色的蒿坪镇，杨德菊正
带着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日复一日地忙碌着，她计划将农家乐
的环境进行提升优化，在这方绿意葱茏、富有生机的土地上，把锦
荷雅居打造成一张特色名片，迎四海宾朋、品味蕾盛宴、赏秀丽山
水、住风情田园。

盛夏时节，走进平利县洛河镇双垭村张海种养殖合作社，成群结队的蜜
蜂交织飞舞，伴随着不绝于耳的嗡嗡声，蜂群在蜂箱进进出出，给静谧的山
野平添几分热闹。合作社负责人张盛润在蜂箱之间来回穿梭，认真查看蜂群
酿蜜情况，一罐罐来自原生态的“甜蜜美味”正由此诞生，这是蜜蜂的辛勤成
果，亦是张盛润的心血所在。

“洛河镇森林植物种类繁多，蜜源丰富，是养殖蜜蜂的绝佳之所。我们的
蜂蜜最大特点是天然、绿色、健康、美味，今年气候也比较好，野花开的到处
都是，蜜蜂根本不缺吃的，产的蜜更是格外香甜纯正。”头戴纱帽罩正在割蜜
的张盛润乐呵呵地介绍道。

张盛润是土生土长的洛河人， 自幼便与山林间的蜜蜂结下不解之缘。

“小时候，家里的老屋旁就有自己飞上门筑巢的蜜蜂，父亲用几块木板隔成
简单的蜂箱，就是蜜蜂们的家，到了秋冬季，割下来的蜂蜜味道十分甜美，让
人念念不忘。”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他渐渐喜欢上蜜蜂养殖这个行业。2019
年，半路出家的张盛润开始走向这条“甜蜜”产业路，他从老一辈那里继承了
传统的养蜂手艺，成立张海种养殖合作社，凭着原生态的养殖方式，采用传
统方法过滤取蜜，一年只采收一次，以保证蜂蜜的纯正和品质，良好的口碑
和品质逐渐让合作社的名气越发响亮。 他也慢慢将事业的重心转移到养蜂
上面来，把原本当作副业的养蜂干成现在的主业，成了双垭村的致富能手、
养蜂“状元”。

可回顾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张盛润从刚入行时的“半桶水”成长为如
今养蜂的行家里手，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2021 年，因为经验不足，他在秋天
割蜜时留给蜜蜂取食贮存的蜂蜜过少，加之遇上了漫长的寒冬，导致 100 多
箱蜜蜂几乎全军覆没，损失达 10 余万元，眼看着辛苦一年的成果就这么没
了，家人都以为张盛润要放弃养蜂事业了，可他的倔劲反倒被激发出来。

吃一堑长一智，张盛润迅速调整好心情，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请教
相识的养蜂“老将”，研究养殖方法，从互联网上学习先进的养蜂知识并活学
活用。 第二年春天，踌躇满志的他扩大了养殖规模，蜂箱比原先增加了一倍
以上。 由于投入的成本更大，张盛润一日也不敢松懈，几乎每天都要待在山
上，察看蜂箱的状况，观察蜜蜂的采蜜节奏。经过大半年的精心侍弄，合作社
的土蜂蜜在当年迎来了大丰收，卖出了好价钱，尝到“甜头”的张盛润有了更
加澎湃的动力投身到创业干事中的热潮中。

“要酿好蜂蜜，环境只是基础，技术才是关键。镇上干部经常来指导养蜂
技术，我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活框’养殖，这种养殖方法既能把蜜取出来又
不损害蜂巢，蜂蜜达到一定厚度后，蜜蜂会用蜂蜡将蜂巢封口，因此在取蜜
之前需要把蜂蜡割开，经过过滤，一桶甜美的土蜂蜜便诞生了。”提起自己的
养蜂心得，张盛润现在也有了一套“蜜诀”。

因着肯吃苦、能学习、善钻研，张盛润的养蜂产业越做越红火，成为十
里八乡远近闻名的养蜂能手，蜂蜜的销路也因优越的质量彻底打开，每到
秋冬割蜜季节，张盛润的电话铃声便没有停止响动过，从早到晚，都有找
他预定蜂蜜、蜂蜡的顾客。“现在合作社的名气打出去了，都知道我养的蜜
蜂产的蜜好，不掺假、原生态，买过的都成了回头客，根本不愁销。”谈起自
己的生意，张盛润眉眼带笑，30 万左右的年产值给了他发展壮大的底气，
让他对自己所选择的产业满怀信心。很多有意向养蜂的人，也都会来他这
里参观学习，购买蜂种、蜂箱回家养蜂，张盛润还会积极地给予技术指导，
帮助想要养蜂的农人销售蜂蜜，带动周边 50 余户村民加入中蜂养殖的行
业中。

“我现在养的有 200 多箱蜜蜂， 根据最近分箱的情况， 下半年能达到
350 余箱，预计利润能达到 20 多万元左右。 接下来，我还想扩大中蜂养殖规
模，拓展蜂蜜销售渠道，打造属于自己的蜂蜜品牌，最好能实现蜂蜜包销‘一
条龙’，把蜂蜜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的农民发家致富。 ”说起下一步的打
算，张盛润的言语间干劲满满。

展眼全镇，张盛润的“甜蜜”事业只是洛河镇发展特色产业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洛河镇党委、政府为了扶持村民发展特色产业，按照“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点对点”帮扶、“一对一”指导，专人联系技术培
训、外出参观学习经验，逐步提升产业大户中蜂养殖技术。 今年全镇共发展
蜜蜂 5500 余箱，销售额达到了 400 万元，让天然“软黄金”成功变现，有效推
动了蜜蜂养殖产业从零散养殖走向规模化发展， 打造出更具特色优势的农
业品牌。 同时，该镇积极对接西安交大二附院、西安口腔医院等省级帮扶单
位，将蜂蜜、木耳、竹笋等原汁原味的农产品以农产品展销会、消费帮扶等方
式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保障洛河蜂蜜产量优、口碑好、销路广，乘“蜂”而上
的甜蜜产业链正让洛河“蜂景”变成乡村振兴的好“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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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田园农家 做靓蒿坪味道
记者 吴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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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盛润：

大山“蜂景”有“钱景”
通讯员 赵重良 方青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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