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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们看这黄心土豆的横切面，
像不像洒了阳光的蜜蜡？ ”2024 年初夏
的晨光里，王帮乐举着刚挖的土豆迎着
手机支架上的补光灯。 当第一单成交提
示音传来时，这个石门镇小沟村里的农
民不会想到，一年后他的直播间会成为
连接深山与都市的“彩虹桥”。

“我们的腊肉干要历经五道柴火熏
制，那叫一个讲究！ ”镜头前的王帮乐总
爱用接地气的话语解说山货。 从最初面
对镜头的结结巴巴，到如今能精准把控
“321 上链接”的节奏，他的直播台账里

密密麻麻记着：第 47 场突破百人观看，
第 89 场单日销售额破千。

2024 年以来，王帮乐通过直播形式
帮助家乡，售卖土豆 2000 多斤，黑糯玉
米、大米、干四季豆、干洋芋果果、腊肉
干等产品总计达 1.5 万元。

站在石门镇电商直播基地内，灯光
将王帮乐的影子拉得老长。 他正调试着
新入手的直播设备，准备把即将启用的
电商中心搬进镜头。 发货的提示音在这
时响起，恰似这个年轻“新农人”正在书
写的电商助农新篇章。

从“新农人”到“兴农人”，这些“90”
后正运用新的自己的专长使 “新农村、
新农业”更加现代化。

“下一步， 我们将充分发挥党建统
领作用，选好育强基层干部队伍，加快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推动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投身农业领域、 参与农村工作，成
为肩负新时代使命的‘新农人’，为乡村
振兴注入‘兴活力’。 ”石门镇党委书记
卢修顶表示。

近日，在白河县茅坪镇彭家村的茶
园里， 层层叠叠的茶树宛如绿色的波
浪，沿着山坡蜿蜒起伏。 茶农们背着竹
篓，穿梭其中，他们灵巧的指尖掠过茶
树顶端，一掐一提间，青翠的茶芽便稳
稳落入篓中。

“我就住在茶园附近， 每天都来茶
园采茶， 手脚麻利的话， 一天能挣 300
元。 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里，日子过得
很踏实！ ”茶农朱念松停下手中的动作，
笑容满面地说。

据陕西舞龙尖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吴经涛介绍，像朱念松这样来自
附近的茶农还有很多，采茶期还将持续

10 余天，春茶鲜叶采收总量预计可达 4
万余斤。

好山好水出好茶，白河县地处秦巴
山区，云雾缭绕，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
的环境为茶叶生长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近年来， 该县依托自然资源和地理优
势，大力发展生态有机茶，从扩大种植
规模到提升加工工艺，从延伸产业链条
到提高综合效益，茶产业已成为富民强
县的支柱产业之一。

暮色渐浓，宋家镇淙溪茶业有限公
司院内依旧热闹非凡。 茶农们背着当天
采摘的鲜叶陆续赶来，收茶师傅们则有
条不紊地称重、评级，并根据鲜叶品质

给出合理的收购价格。
走进标准化清洁茶叶加工车间，灯

火通明。 制茶师傅们正专注地操作着设
备，将摊晾好的鲜叶倒入机器中，经过
摊青、杀青、揉捻、烘干等一道道精细工
序，嫩绿的鲜叶逐渐变成清香四溢的成
品茶。 “这种单芽茶叶，品质上乘，每斤
能卖到千元以上呢！ ”刘师傅翻动着烘
干的茶叶，自豪地说。

截至 2024 年底， 白河县茶叶种植
面积稳定在 10.53 万亩， 茶叶年总产量
达 2650 吨，总产值突破 12 亿元 ，带动
2.6 万余户茶农增收致富。

除深耕茶产业外，白河县积极探索

茶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坚持政府引导
与多方协作，深挖茶旅、文旅资源潜力，
通过拓展茶事体验、茶叶休闲等业态活
动，打造特色茶旅小镇、生态康养旅游
圈、茶园景观，让茶园变身景区，让茶山
成为“金山”。

“我们通过举办茶旅文化节、 主播
带货大赛等活动持续造势，宋家镇‘歌
风春燕’3A 级景区年接待游客 5 万余
人， 带动周边群众户均增收 6000 元左
右。 ”宋家镇党委书记徐保寿指着连片
的茶园说，眼下茶产业链催生出庭院经
济、民宿集群等，把群众牢牢嵌入产业
链的各个环节。

新农人的兴农梦
通讯员 柯明宇

五月，正是油菜、
小麦丰收的季节 ，恒
口示范区抢抓时令 ，
组织农业机械和主要
劳动力积极开展抢收
抢种工作， 确保颗粒
归仓。

赵华斌 摄

青青茶山变“幸福靠山”
通讯员 郎海侠 柯贤芳

“看来今年的冬桃防虫要请小赵来一趟了，不然这么大的林子还真废
功夫。 ”立夏已过，望着眼前的桃树，岚皋县石门镇大河村党支部副书记胡
开江面露难色。

一通电话过后，一辆小货车载着无人机来到桃园，只见赵一新熟练地
打杆、升空、撒药，不一会儿的工夫，120 亩桃园的防虫工作就全部完成。

在岚皋县石门镇，像赵一新这样的“90”后新农人正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他们有文化、懂技术，毕业后扎根乡土，把手机变成新农具、将数据变
成新农资、让直播变成新农活，用自己的行动改变着家乡，成为推动乡村
振兴、共同富裕的新生力量。

无人机旋翼划破山间晨雾， 电子屏
荧光映照着赵一新清瘦的面庞。“在大城
市打拼和回家种猕猴桃哪个难？ ”“种猕
猴桃！”正在操作无人机的赵一新不假思
索地回答。

2018 年，赵一新大专毕业后 ，作出
了一个令身边人诧异的决定———当同学
们纷纷选择留在大城市时， 他却怀揣一
腔热血回到了老鸦村。 走出“农门”又返
回，迎接他的是一片质疑声。面对这些声
音，赵一新没有动摇。

“猕猴桃可精贵着呢，冻不得也旱不

得。”他清楚记得上个月那场倒春寒后守
夜生火熏霜时的情景。

直到 2024 年，岚皋县农业农村局的
培训通知像山溪解冻般叩开他的心
门———在此起彼伏的“信号已连接”提示
音中， 这个归乡搞产业的迷茫少年终于
找到科技与土地的焊点。培训结束，赵一
新就用攒下的 6 万块钱买下了自己的
“新农具”。

“T70P 的离心喷头能比人工节省
40%药量。 ”赵一新迅速操作，机身传感
器实时传回的数据在遥控器上显示。 不

久前那场培训结出的“果实”，此刻正在
云端舒展枝条：航线规划避开高压线，变
量施药系统自动调节， 当初手忙脚乱调
试的青年，已能将效率做到最精确。

“现在我不仅管着自己的 200 多亩
猕猴桃田，镇上、村上需要无人机管护的
产业我也都能帮上忙， 他们总说我在地
上种地没种够，现在还要在天上种。 ”从
赵一新掌握无人机管护技术以来， 无偿
帮助村民进行“云端耕种”超 700 亩。

2022 年 5 月，当喀什大学的沙枣花
香再次弥漫校园时，身着学士服的彭方
瑞将毕业证书仔细收进行囊 。 次年五
月，这个“00 后”娃娃脸的少年，回到养
育自己的绿水青山里，稳稳接过了家乡
的任职聘书。

“虽然在大城市读大学， 但放假回
家，看到村里的发展 ，我这个兴坪娃娃
着急啊。 ”在村委会斑驳的木窗前，这位
全镇最年轻的副支书摩挲着工作笔记
的毛边，眼里是超越年龄的坚毅：“乡村
振兴战略课上那些鲜活的案例在我心
里发了芽———总得有人回来浇灌家乡
的土地。 ”

初到岗那天，“师傅”就给彭方瑞泼
了盆冷水。 老支书肖代祥将水杯往桌上
一顿，布满老茧的手指敲着桌面：“基层
工作不是小娃娃能干好的，即使干好了
也要‘脱层皮’，你可想好了。 ”这句话倒
是激起了彭方瑞的犟劲，他自己翻开笔
记本在扉页上重重写下 “既归来 ，定不
负青山！ ”

从那天起，兴坪村多了一个少年的
身影，吃过早饭便挨家挨户叩开村民的
门扉， 夜色时在村委会整理民情档案。
最棘手的党建工作被他梳理得井井有
条，一年光景竟让兴坪村党支部从二类
三星跃升至一类四星，考核成绩单如同

春日的映山红般耀眼。
这个“00 后”的闯劲不止于此。 环境

整治中他冲在第一个；惠农政策宣讲会
上他用“土话”翻译打破壁垒；横溪古镇
提质改造时，他带着施工人员在古街来
回丈量。

回到村上的一年时间，彭方瑞晒黑
了、消瘦了，但乡亲们在这位“00 后”村
党支部副书记的带领下，日子越过越好
了。

“接下来， 我们要攥紧横溪古镇这
张金名片，争取‘夏戏水’项目能在我们
村落地。 ”山风掠过他卷起的裤脚，少年
目光如炬。

跳出“农门”又回乡

彭方睿入户进行政策宣
传，并了解兴坪村农户收入情
况

王帮乐在石门镇电商直
播基地销售当季的小沟茶叶

“既归来，定不负青山！ ”

架起连接深山与都市的“彩虹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