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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成功，离不开非凡的动能，而朱林艳的动力，就来源于平利
县八仙镇号房村的千亩茶园。 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朱林艳，八年前了
解到“八仙云雾”茶的故事后，先是感到震惊，继而梦游般地在脑海里
思虑了半天，最后做出“此生与茶为伍”的抉择。

当时的朱林艳年近三十，已在苏杭、西安等地从事美容业十年。 那
时，她接受的经营理念是品牌为要，她追求的经营之道是品质为本，她
的奋斗目标是拥有自己的品牌、打造理想的品质、开创梦想的事业。 可
没想到春节回家过年时，经营号房茶厂的公公尹作前因对企业发展犯
愁，对她讲述了茶厂曾经的辉煌、村人的愿景，让她无意间看到了“八
仙云雾”茶 1991 年参加全国优质保健品评选时荣获金奖的奖状、奖杯。
看到这些殊荣，朱林艳瞬时有种“梦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的感觉，原来自己走南闯北要追寻的事业，根源竟然就在家乡。 于
是，她用孝老育子的理由说服丈夫返乡创业，又用自己十年打拼所积
累的经验，说服公公，实现了企业法人的成功交接。

2016 年的春天，鸦河沿岸四个村的人们惊喜地看到，号房茶厂更
名号房茶业公司，掌舵的女老板成了朝气蓬勃的朱林艳。

八年来， 乡亲们见证了一座现代化的工厂在鸦河之畔拔地而起，
仅绿茶一项的年产值就比八年前翻了十倍。 村民们到处传扬着朱林艳
会种茶、会办厂、会经营酒店、会开发旅游产业的种种本领。 每当有人
问起朱林艳的成功秘诀时， 她总是用铿锵有力的声调回以 “报答”二
字。

她要报答与号房茶业紧密相连的三个人。 第一个是号房茶场的创
始人郑华运。 这个当兵的鸦河汉子，当初在部队已经担任科长，但在一
次回乡探亲时，发现乡亲们还是那么穷，他和公社领导沟通后，便毅然
决然地退伍还乡，担任大队长、党支部书记。 可没日没夜地拼了十多年
还是填不饱肚子，他就寻思发展副业，通过各种渠道从湖南引进茶种
试种茶叶。 成功之后，郑华运又于 1970 年带领 30 个精壮劳力，在张家
坡奋战一年，开垦 300 亩土地，建成了号房村的集体茶厂。 后来，又转
战大岩湾、四方地、海峰梁、峰尖、城门口、水井湾、八道壳等地，相继建
园 1100 亩，使号房村成了平利县的茶叶重点村，让村民们享受到了集

体经济所带来的好处。
郑华运累病累倒后于 1979 年去世，生前选了茶山上的一块小石包

作为墓地，与茶园永远相守。 朱林艳有感于他的创业奉献精神，一接手
茶园就维修墓园，兴修茶山公路时也为墓园让道。她向组织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 并向老书记发誓：“一定要让这个茶园产出大巴山最好的茶
叶！ ”

她要报答的第二个人，是村民们敬重的“刘老师”。 1983 年春，安康
农校教师刘成浩带领学生到号房茶厂实习时， 发现这里的手工茶还是
传统工艺，只产当地人饮用的大叶茶，商品价值不高、市场竞争力差。他
认为，八仙镇地处化龙山东、岚河上游，山高雾多、空气温润，是出佳茗
的好地方。于是，刘成浩就给当时的农校及农业局、农科所反映情况，并
申请带人蹲点，试制新茶。得到人力和经费支持后，他一头扎进号房湾，
一干就是多年，硬是把大叶茶变成了精品茶。 把过去一把揉的圈圈茶、
根根茶变成了扁平型、直条状的“燕尾茶”，创出了“八仙云雾”品牌，很
快就赢得了市场的青睐和专家的好评，1985 年“八仙云雾”成为地县名
茶，1986 年更是跻身陕西名茶，1991 年荣升中国名茶。

朱林艳为了学习刘成浩科学务实的精神，把当年的证书、奖杯和材
料视为传家宝，定期组织员工观摩学习。她以“科技兴业”和“质量立业”
为基本法则， 处处以前人的作风告诫自己，“要当好技术员而非只当老
板，当好教员而非只当工头！ ”

她要报答的第三个人，是公公尹作前。 老尹是个乡间能人，既爱动
脑子钻研问题，又务实肯干善于实践，因此于 20 世纪 90 年代就担任号
房茶厂的厂长，建了厂房、酒坊，用茶叶加工、茶园套种玉米、酿酒等多
种经营手段维持着集体企业的运行。 2008 年又以流转形式整体接管茶
园、茶厂，为当地群众提供着鲜叶销售、粗茶加工的便利。

朱林艳和丈夫接手茶厂后，为了更好地子承父业，推倒原有作坊，
建起了 2000 多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另建住宅、职工生活楼，让公公的
基业变成了鸦河一带最靓丽的风景。

朱林艳虽然嘴上说的要报答三个人，实则是要报答一村人。 她说，
当年倡导大家办茶厂、兴茶业，如果没有村民们顾全大局的退让，茶厂
是办不成的。 因为那时以粮为纲，土地金贵，村民们能拿出一块坡地让
人试验，是大局观念，能让出四面坡地放手发展，是集体精神。尤其是土
地承包到户、集体企业改制这么多年，号房茶厂的茶园、加工厂还是一
个整体，实为不易。 因此，她要用毕生的努力去报答这些可爱的乡亲。

为了“报答”二字，朱林艳这八年来实属艰苦奋斗、居大不易。 她在
镇上的繁华地段开办酒店，用餐饮、住宿、农产品的销售收入反哺农业、
支持茶业，同时打造自己的产供销一体化产业链。在投入重金改造茶园
的同时，朱林艳又一点一点地筹集资金，修通了茶园的道路，目的是为
了实现机械化采摘。她告诉工人们，“夏秋茶连着嫩枝采去做熟茶、做茶
叶饮料，只有机械化才有高效能。 ”

朱林艳在建起现代化厂房后，做出了令常人不解的功能划分，一楼
为生产区，建成了标准化的加工、仓储系统。二楼为文化区，建有号房茶
业文史展厅、茶文化体验厅和培训教室、多媒体室，三楼是民宿区，为客
人提供就餐、住宿服务。

她的这些努力，是想让号房茶业这个村民眼里的“龙头老大”，真正
成为群众创业的“大本营”。 鸦河现有万亩茶园、56 家作坊，为了共担风
险和同闯大业，必须走向大联合、发展大产业。为此，朱林艳十分平静地
言表出内心的想法：“我抓茶园改良、修建园区道路、扩建厂房、引进先
进技术也好，做农旅融合、农商整合和文化推广、科技普及等平台建设
也罢，都不是为了与人争利，只为了和乡亲联手。 只有鸦河茶业抱团发
展，才能重新擦亮‘八仙云雾’的金字招牌，走上永续发展的理想征途。”

在石泉县云雾山镇财政所， 有这样一位堪称模范的军
嫂，她的名字叫张希。 和丈夫何英树结婚 10 年来，张希默默
呵护“小家”，让在武警某总队服役二十年的何英树安心守卫
“大家”。 2021 年，张希被武警某总队授予“最美军嫂”荣誉称
号。

10 年来， 张希与何英树每年相聚的时间加起来不到 40
天，很多时候只能靠电话联系。但何英树工作特殊，经常需要
在外担负战备、执勤、作训等任务，由于纪律要求，甚至几个
月都不能与外界联系。 每当这个时候，张希都很挂念丈夫。

“他每一次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都特别紧张， 这期间也
不能和我联系，我也不敢主动联系他，怕他担心，更怕给他增
加心理负担。 ”谈及此事，张希的眉宇间不觉染上一抹愁绪。

由于丈夫在部队，家里的很多事情，张希只能独自承担。
怀孕时，张希每天在家庭和单位之间奔波，为了不耽误工作，
直到临产前几天才请了产假，孩子出生、生病、上学都是张希
一个人操持。婆婆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等慢性病，长期需要吃
药，张希出门上班前，就把每种药物的用法用量标注出来，便
于婆婆服用。 2020 年，随着二宝出生，张希身上的担子变得
更重，但她始终默默付出，从未有过怨怼。

“选择做军人的妻子，我就早已做好心理准备，从来没有
后悔过。 他是单位的特战骨干，因为工作回家的时间很少，所以家里需要我一个人来操
持，上班、照顾家人虽然很累，但是能让他在部队上安心地工作，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很
有意义。 对于我而言，我的两个女儿能健健康康的，他在部队能够平安，我们家庭幸福美
满，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独自支撑着家里家外的张希，体谅着丈夫的不易，轻易不将自
己的辛苦诉诸于口。

看到儿媳整日忙忙碌碌，张希的婆婆苟成兰不免心疼地说道：“她一天很辛苦，我身
体不好，血压高，心脏也有问题，干不了啥活，都是儿媳妇忙里忙外，照顾娃儿，孝顺父母，
看到我不舒服，就赶紧带去看医生买药。屋里大大小小的事我也帮不上太多，都是她一个
人操心，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回到屋里辅导娃娃的学习。 ”

张希的女儿何馥妍将她的辛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言传身教下，小小的孩童早早便
学会了帮妈妈分担家务。 “周末的时候，妈妈有空就会陪我和妹妹玩捉迷藏，晚上我们睡
着的时候她还要做家务，干活，我觉得妈妈很辛苦，吃完饭我会擦桌子，晚上给妈妈捏肩
膀。 ”

十年如一日，张希默默支持着丈夫，用最美的青春芳华构筑军功章的另一半。丈夫何
英树在部队多次出色完成重大演训任务，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五次，荣获“优秀共产党
员”“优秀士官”等多项荣誉称号。

你在远方保家卫国，我在故乡甘当后盾。 张希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最美军嫂”的分
量，把爱与坚守化作日复一日的奉献，用平凡的付出，书写出不凡的华章。

7 月下旬的一个暴雨之夜， 汉阴县双河口镇斑竹
园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河水
猛涨，山体滑坡的危险一触即发，威胁着整个村庄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危急时刻，斑竹园村监委会主任
张世轲逆水而行，安全转移所有受灾群众，用实际行
动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斑竹园村位于双河口镇最北边，地处秦岭南麓中
高山区，位置偏远。 7 月 19 日下午，大雨倾盆而下，村
内的河道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极为严峻。 由于当
时通信已断，张世轲同其他村干部分片区，挨家挨户
地敲门，通知群众转移。 他拿着喇叭，艰难地行走在被
河水漫过的马路上，雨水淋湿了他的衣裳，但他的脚

步却一刻也不曾停歇。 当大部分村民转移到村
委会办公地之后， 他得知距离村委会三公里处
的村民吴超还没转移，又顾不上疲累，踏上泥泞
的小路赶往吴超家。

“下大雨加上涨水涨得厉害， 又怕塌方，把
他接到安全的地方我们才放心。 ”整整一夜，张
世轲和其他干部成功将所有受灾群众全部转移
到了安全地带，无一人伤亡。

7 月 21 日，再见到张世轲时，他正忙着给
村里的群众送水，受强降雨影响，该村的供水工
程管网和设施冲毁受损， 镇上组织了送水车解
决村民的用水问题。对于行动不便的群众，张世
轲就主动帮其接水，并送水到村民的家中。

“我这年纪大了，水都是张主任送到屋里来
的，平时有啥困难我也找他，他很快就帮我解决
了。 ”村民谈起张世轲时，都不觉竖起了大拇指。

斑竹园村一组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洪水
虽然已经退下，但路面、房屋里残留了不少的淤
泥， 张世轲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和当地群众清理
淤泥，帮助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人多力量大， 这个地方受灾比较严重，大
多数村民的屋里都有淤泥，作为一名村干部、共
产党员，尽自己一份力量，让他们早点住进来，
他们也安心。 ” 张世轲一边清理着淤泥一边说

道。
细微之处显真情，平凡之中见担当。 面对防汛“大

考”，他争当“排头兵”，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
共产党员“忠诚于党，服务于民”的承诺，他始终将自
己与村民连在一起，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忠于职
守，以实际行动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张世轲只是汉阴无数奋斗在防汛一线党员干部
的缩影，面对暴雨，全县党员干部在关键时刻勇挑重
担，不畏狂风暴雨，守护万家灯火，用责任和担当筑起
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红色堤坝”，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

1997 年，他从部队转身，带着一腔乡土情，踏上了归乡
的路。 27 载春秋，他犹如一头勤勉的老黄牛，默默耕耘、无
私奉献， 他就是汉滨区大河镇集镇建设服务中心干部潘德
安。

乡镇文化站是潘德安在大河镇工作的第一站， 一干就
是十八年。 初到文化站时，为了打破乡村信息壁垒，他带领
干部积极建设有线电视发射终端，让大喇叭遍布村庄，时事
与温情迅速传递，让求知的种子在村民心中悄然生根。舞台
上，二胡如泣如诉、唢呐高亢激昂，匠人手下的乐器仿佛被
赋予了生命， 与戏曲演员的婉转唱腔交织成一幅生动的民
俗画卷。 这是 2011 年金秋，潘德安携手大河镇民间文艺社
团，踏上省级舞台表演时的璀璨一幕。 最终，他们以精湛的
技艺和满腔的热情， 获得了省级舞台民间文艺山花奖的银
牌。此后的十几年，大河镇民间文艺社团代表该镇“出战”各

类舞台，获奖无数。台上的辉煌一刻，离不开潘德安付
出的心血。 “我本打算外出打工的，是潘站长这位‘伯
乐’发掘了我，现在我不仅能靠吹唢呐挣钱养家，还在
团里培养了几个徒弟。 ”回忆起当年的境况，手艺人们
充满感激。

潘德安的文化耕耘路远不止于此， 他走访老宅、
考察古迹，穿梭在巷弄间。 终于在 2018 年，大河镇那
些被岁月遗忘的古迹———关坪汉王坪遗址、北山子午
栈道、大河古街成功申遗。 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文
化符号，在大河镇的青山绿水间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时间来到 2019 年，潘德安调岗至农业综合服务
中心担任站长，面对新的岗位，他没有退缩，反而愈发
勤勉。 “刚到我们部门那会儿，他每天都在浏览农学专
业网站，手上经常拿着惠农政策手册，与我们讲话也
是三句离不开农业。 ”同事李宝乾回忆潘德安刚到农
综站工作时的情景说：“一直以来，他都保持着迎难而
上、刻苦钻研的精神状态。 ”

潘德安深谙因地制宜之道，他携农技干部细致考
察各村地势与土壤特性， 历经无数日夜的探索试验，
终于为每块土地量身定制了种植模式。先锋社区的平
原上，金黄的麦浪与碧绿的蔬菜交相辉映，宛如大地
的调色盘；小河村的立体农业园区里，蔬菜大棚错落
有致，黑猪山羊和谐共生，成为一幅立体的生态画卷。
“去年，我们新培育了区级示范农业园区 1 个、家庭农

场 4 个，新增天麻 1000 亩、食用菌 5 万棒、烤烟 1000 亩、中
药材 500 亩，大河的跑山黑猪、大河土鸡、跑山羊也走出大
山，畜禽养殖达到 10 万余（头、只、羽），不但获得了省市级
专家的表扬，也让村民们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谈及产业发
展的成果，潘德安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二十七年的基层工作经历， 潘德安对工作的热情和对
人民的深情从未改变。如今，在危房改造、驻村帮扶、恒河水
库征地摸底等工作中，都能看到潘德安冲锋在前、勇担重任
的身影。 潘德安的故
事， 如同山间清泉 ，
虽质朴无华 ，却滋养
人心，激励着后来者
追光前行。

绿 叶 对 根 的 回 报
通讯员 李焕龙

朱林艳:

你
守
卫
﹃
大
家
﹄
我
呵
护
﹃
小
家
﹄

通
讯
员
远
希
茂
猛
王
思
丽

风 雨 之 中 显 本 色
通讯员 黄智发 王建霞 沈官星

张世轲：
扎根乡土为乡亲

通讯员 华思涵

潘德安：

朱林艳

张希

张世轲

潘德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