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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丽：
风雨之后见彩虹

通讯员 金鑫

坊间盛赞：旬阳市石门镇王家坪“稻香农家
山庄”，其农家饭菜独具神秘诱人之魅力，滋味
堪称一绝！

我们一行 6 人自旬阳城启程， 驱车约一个
半小时，于谈笑风生间，抵达素有“贡米之乡”美
誉的石门镇王家坪。 时值插秧时节，沃野平畴，
一派生机盎然。

稻香农家山庄，悄然坐落于这方膏腴之地。
虽无炫目招幌吸引宾客， 其声名却在秦巴群峰
间巍然传播，凭着干净整洁、厚道本真的农家人
本色，主人将这份事业经营得红红火火，宾客盈
门。

山庄女主人陈忠莲女士，人誉“陈姐爱做农
家菜”。 自幼承袭慈母衣钵，练就一手烹制山野
美味的绝活，乡邻皆尊称其为“陈大厨师”。 寻常
山中蔬食、田间食材，经其妙手制作，皆能幻化
为人间至味。

置身稻香农家山庄， 可尽享陈大厨师的匠
心之作。 那豆腐脑儿、菜豆腐、米豆腐、清浆糊豆
儿，质地细腻，豆香醇厚；红苕、绿豆、豌豆凉粉，

滑若凝脂，入口即化；山野珍馐如石花菜、灰条
菜、鱼腥草、嫩竹笋，五味调和，尽显自然之趣；
更有黑猪肉、散养鸡、山羊肉、稻田泥鳅鱼，饱吸
山水灵气，肉质紧实，散发着令人垂涎的山水滋
养之香。

山庄秉承古法酿酒，技艺精湛。 所酿之酒，
甘洌纯美，余韵悠长。 品类繁多，甜酒温润、稠酒
绵密、米酒清雅、拐枣酒奇香、杆杆儿酒醇烈，度
数高低随心。 浅酌豪饮皆相宜，但求品出其中真
味。 常有宾客临别之际，欣然携带百十斤佳酿，
以飨亲朋，共享这山野琼浆。

山庄自制的风味珍品亦是一绝： 醇厚馥郁
的豆腐乳、浓缩山野精华的干野菜、豆豉、干竹
笋、干洋芋片，各色腌渍小菜、烟熏火燎的农家
腊肉、 晶莹剔透的贡米……皆可通过王家坪村
电商服务站，跨越千山万水，邮寄至全国各地食
客手中。

稻香农家山庄，盛名之下，实至名归。 久居
繁华都市的旅人，偷得浮生数日闲，于此小住，
一日三餐，花样迭出，绝不重样。 邀三五知己，或

可深入层峦叠翠寻幽探胜；或可漫步田埂，看青
青秧苗于惠风微醺中摇曳生姿； 或可登临近侧
名胜西岱顶，极目远眺，但见云岫千重，雾霭氤
氲，山川如画，秀色可餐。

闻说楼房木瓜村山涧新辟养鱼场， 我等欣
然前往。 万尾黄沙丁鱼、银鲥鱼苗，于新辟家园
中自在游弋。 惜天公不作美，水量稍显不足，恐
对小生灵之茁壮成长略有羁绊。 养鱼人袁老板
不敢有丝毫怠惰，竭力聚拢涓涓细流，唯盼甘霖
早降，泽被一方，助这方兴未艾的鱼产业早日腾
飞。

稻香农家山庄，于我等而言，早已非陌生之
地。 年复一年，如访故友，如归故里。 于此，我们
结识了天南海北的过客， 更在王家坪认下了众
多的兄弟姐妹与晚辈后生。 白日里言笑晏晏，入
夜后枕畔蛙鼓声声，恰似天籁伴人酣眠。

此处，无樊笼之束缚，无尘世之浮躁，无喧
嚣之杂音，唯有心头的熨帖与纯粹的欢愉，如清
泉涤尽尘嚣。

唤醒安康人的是那大街小
巷里制作安康蒸面的轰鸣声。
晨曦中蒸汽裹挟着麦香与油泼
辣子的辛香弥漫在空气中，这
是安康蒸面独特的味道， 也是
众多安康人的早餐。 所以说品
味安康，从一盘蒸面开始。

既然安康人大多数吃米
饭， 为什么会培育出以面食为
主的安康蒸面呢？ 这其实与安
康在历史上的多次成为移民地
有关。 安康自古便是南北交通
枢纽与军事战略重地。 历史上
的数次移民，南北文化的交融，
使安康逐渐形成了包容兼蓄、
开放大气、 爽直侠义的城市气
质， 兼具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
的特征。 这些人文特点反映在
饮食上尤为明显，南方的米饭、
北方的面条，在安康和谐相处。 早上蒸面、稀饭
馒头、中午米饭、晚餐面条，成为安康大多数家
庭的一日三餐。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金州（今安康）以
“贡麸”闻名，这被认为是蒸面的雏形。 明清时
期，汉江航运兴盛，南北往来的行商、码头工人
大量云集，带来了饮食繁荣，汉江边布满了各种
小面馆。 他们将麦面糊蒸熟切条，佐以辣椒油、

醋汁食用，这种面食通过不断改良，吸收外地做
法， 最终逐渐形成了闻名遐迩独具特色的安康
蒸面，并从码头小吃走向寻常百姓家。 《安康县
志》第 33 篇风俗第 2 章生活习俗记载“麻素福”
的蒸面，自有磨坊，自提细箩白面，蒸面火功软
硬适度，佐料讲究，味道独特。 蒸面的制作技艺
也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安康蒸面的制作颇为讲究。 选用优质面粉，

浸泡调制成糊浆，数小时后，经反复搅拌，舀适
量糊浆倒入特制的圆形铁皮蒸盘， 轻轻晃动使
其均匀铺开，放入沸水锅中，片刻工夫，一张晶
莹剔透的面皮便蒸制而成。 刷上油防止粘连，揭
下切成条，搭配豆芽、黄瓜丝等清爽配菜，淋上
独特的芝麻酱、醋汁、蒜泥水，再浇上少许油泼
辣子、芹菜粒，香气瞬间扑鼻而来。 那软糯又不
失筋道的口感， 醇厚与清爽交织的味道在安康
人心中胜过山珍海味， 每一口都饱含着家乡的
记忆与温暖。

安康蒸面百余年的历史， 在安康城里也分
各种流派。 口感上分软硬流派，调味以有无芥末
为界，地域上有东西二关之别，豆芽和芹菜是标
配组合， 酱货厂的酱油醋熬制的醋汤是安康蒸
面的灵魂汤汁，最后一勺芝麻酱、大蒜水、油泼
辣子一浇算是蒸面的点睛之笔。

安康蒸面百家百味，各有特色，都代表着一
类食客的喜好，比如有好食芥末者、有好食偏硬
窄面者、有好食偏软宽面者。 既然是地方特色小
吃，在求得最大共同点的基础上保留各自特点，
如面硬或软、有无芥末、醋汤是否用豆豉熬制等
等。

2023 年 6 月 5 日下午，首届“安康蒸面”大
赛在西城坊举行， 此次以蒸面为内容的赛事由
政府主导、协会承办、店家参与，体现出政府对
于安康蒸面这一当地特色小吃如何发扬光大、
传播四方的思考、重视和践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安康蒸面家族也不断壮
大，老西关“西坝老地方”的牛肉炒蒸面，改变了
凉面热吃，素面荤吃；恒口凉面，在和面时加碱
水，擀好的面皮切成筷子宽的长条，下锅煮开就
捞，滴上香油，快速挑起用扇子扇凉，辅以简单
的醋汁、清脆的旱黄瓜丝及大蒜塌辣子佐料，吃
起来酸辣可口，筋道爽滑；育才路王雕的苕粉热
面皮用的是安康蒸面的传统技艺， 把小麦面粉
换成了苕粉，粗粮细作，其软韧滑爽，软糯弹牙
的口感，自有固定的消费客户群；安悦街口的清
真杨记粉皮老字号， 在安康蒸面的主料中加入
一定比例的纯天然蕨粉，用绿豆芽打底，把安康
蒸面调料中的芝麻酱换成花生碎， 粉皮浇上麻
油等调料， 撒上几粒芹菜， 吃起来粉皮细腻光
滑，一口醋汤香开胃，入口细润，清爽鲜香；还有
巴山西路边上的蔬菜水果蒸面， 在面浆里加入
色泽各异的蔬菜水果汁， 既丰富了安康蒸面的
营养，又吸引了食客们的眼球，让传统安康蒸面
有了别样风味。 当然也有安康蒸面商家将安康
蒸面真空包装后搭载顺丰快车突破地域限制，
步入全国各地千家万户的餐桌。 即便身在天涯
海角，也不会忘记家乡，不会忘记家乡那盘安康
蒸面。

安康蒸面的丰富口感与温和滋味， 更像安
康人含蓄内敛的性子， 需慢慢品味才能领略其
中韵味。 不同的性格，自然会被契合自己气质的
美食所吸引。

“我常年在郭老板的基地务农，去年挣
了 10000 多块呢。 ”平利县广佛镇闹阳坪村
2 组的五保供养户丰帽会笑着说道。 天刚
亮，丰帽会便在家匆忙吃完早饭，拿起工具
向振平牧业养殖有限公司的水稻基地走
去。

丰帽会口中的“郭老板 ”就是郭帮胜 。
在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 郭帮胜正忙着分
发秧苗。 他皮肤晒得黝黑，身穿一件灰色格
子的衬衣，黑色的裤子沾满了泥土，显得格
外朴实。 农田里 20 余名工人一字排开，弯
腰、分苗、插秧，动作行云流水。 “目前，已经
完成了 200 亩插秧工作，预计在今天能够全
部完成。 ”郭帮胜望着整齐的稻田说。

现年 65 岁的郭帮胜，曾在村里担任过
12 年的党支部书记。 然而退休后的郭帮胜，
是个闲不住的人。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人
大代表，必须履好职、尽好责。 要继续为村
里和群众服务，带领大家一起增收致富。 ”
郭帮胜坚定地说。

2021 年，经过慎重考虑，郭帮胜前往安
徽亳州考察中药材项目。 信心满满地回到
家后，他投资几十万元，通过土地流转，种
植中药材党参 260 亩。 由于种植的党参不
适应当地土质，出现大面积死亡，投资全部
打了水漂。 郭帮胜第一次发展产业以失败
告终。

响应政府号召，郭帮
胜在 2022 年，决定发展种
植富硒水稻。 他将 260 多
亩流转土地改良成高标
准农田，并成立了平利县
振平牧业养殖有限公司。
经过两年时间不断摸索
总结经验 ，公司通过 “企
业+农户”联营机制，带动
群众以土地流转、 务工、
订单种植等方式实现增
收。 截至 2024 年，该企业
已实现收入 90 余万元。

在郭帮胜看来，公司
步入正轨挣了钱，更要承
担起社会责任，帮助村里
群众一起致富。 他首先想
到村里的困难群众和剩
余劳动力。

该村 9 组村民潘龙
琴，儿子上初中。 家庭日
常开销、儿子生活费全靠
潘龙琴一人打零工负担。

郭帮胜了解情况后，将她请到自己大米加工
厂，负责大米包装工作。“现在工作比原来轻
松多了，我一天能包装一千多斤大米呢。 收
入也比原来高了。 ”潘龙琴说道。

不止潘龙琴一人，村里还有很多剩余劳
动力村民，郭帮胜大都安排锄草、施肥和插
秧等农活， 按照每人每天 150 元工资结算。
让村民有了挣钱的地方，生活也逐渐充实起
来。

同时基地采用“水稻+油菜”轮作模式，
每年种植富硒水稻与油菜双季作物，实现土
地资源高效利用，村民在基地内一年四季都
有活干。

“太感谢郭大哥了，让我有了稳定收入，
减轻了家里负担。 ”刘仕明感激地说。

村民刘仕明， 早年间在外务工身体受
伤，不能干重活。儿子上大学花钱地方多，家
庭的重担落在妻子身上。郭帮胜将刘仕明安
排到基地看管水源，平时做一些轻松活。

从五保供养户丰帽会、留守妇女潘龙琴
再到困难家庭刘仕明，郭帮胜始终践行着自
己的初心。 2024 年以来， 该公司用工 3000
多人次 ， 带动全村 70 余户群众人均增收
3000 元以上，支付人工费用 20 多万元。

“带着村民一起增收。”郭帮胜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

农家山庄寻味
梁宏显

晨雾中的蒸面香
李胜璋

郭帮胜：

喜看稻菽千重浪
通讯员 吴永杰

郭帮胜

冯丽（右）

闲暇之际，带家人约三五好友游山玩水，领
略大自然风光，感受夏的清韵。

从金寨镇驱车沿金观公路行驶约 11 公里
到达网红“秦岭深山放猪老头”居住的地方。 山
路崎岖，林木茂盛，溪水潺潺。 不知名的花草和
美味的野果子随处可见 ，凉爽的山风中带着
清香 ，令人心旷神怡 ，恍若置身于世外桃源 。
后山树林正值茂盛时节 ， 忽一阵风儿吹来 ，
叶子打着旋儿落进山泉 ，把溪水映得宛如碧
玉。 晨光爬上东边山梁时，薄雾正从溪涧里抽
丝 。 沿着覆满青苔的溪道往深处走 ，忽见几
簇李子 、野枇杷从竹篱笆里探出头来，绿叶上
凝着隔夜的雨珠， 倒像是农场别在衣襟的初夏
胸针。

猪舍前的枇杷树已结满金果， 树荫里几十
头跑山猪睡得正酣。 这些黑缎子似的小家伙，蹄
甲缝里还沾着新刨的野花瓣， 肚皮儿随着鼾声

起起伏伏，宛如山风拂动的墨色云团。 日头升过
山脊时， 它们便三三两两踱向溪畔的野苜蓿地
觅食，途中不忘蹭蹭早被蹭得油亮的核桃树。 不
远处有一浅水塘，那是它们游泳、洗澡的地方。
它们不时追逐嬉戏，好不热闹。

“借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我已经用上智能
化养殖设备，可远程监控操作。 这些跑山猪没有
吃过饲料，加之活动量大，喂养时间长，肉质鲜
美、味道浓郁、口感爽滑，是纯绿色养殖，甫一上
市便深受客户喜爱。现在订单供不应求！ 我也准
备努力把这里打造成旅游度假之地。 ”热情好客
的农场主老陈如是说。

天色已晚，山风裹着艾草香掠过耳际，夕阳
正落在猪群归栏的小径上。 那些油光水滑的脊
背驮着晚霞，蹄印里盛着未干的泥水，倒像撒了
一地碎银。

炊烟袅袅，灶膛里的柴火映得人面庞发亮。

桌上盘里跑山猪肉泛着琥珀光泽， 肥肉部分竟
透着果冻般的晶莹。 老陈抿着自酿的桑葚酒絮
叨：“网上总有人问我养跑山猪的秘诀， 哪有什
么秘方？ 不过是让它们春天啃野草， 夏天嚼野
果，秋天拱红薯，冬天啃萝卜，顺应四季变化，遵
循自然规律罢了。 猪群在山林间自由穿梭，饮的
是山泉水，吸的是富含负氧离子的空气，这样的
生活环境，品质能不好吗？ ”老陈放下酒杯，笑呵
呵地说，“其实最好的养殖方式， 就是尊重动物
天性，让它们活得自在舒坦。 ”

暮色西沉，山影渐浓，远处的峰峦已融入夜
色之中。 犬吠声从不远处传来，伴随着归巢鸟儿
扑棱翅膀的轻响，一阵清风拂过，吹散了白日里
的燥热，也送来青草与泥土混合的清新气息。 夜
渐渐深了，万物都笼罩在一片安详之中。

秦岭山居
王国友

从经济拮据到年入 40 万的创业能手；
从饱受抑郁症困扰的单亲妈妈， 到带领乡
亲致富的带头人。 冯丽用她的故事证明，只
要不向命运低头，人生终将迎来希望。 她是
大山里的“电商玫瑰”，更是新时代乡村振
兴的践行者。

冯丽 1987 年出生于陕西省岚皋县庙坝
村一个贫苦家庭，她的父亲是文盲，母亲是
聋哑人， 两个哥哥早逝， 叔叔患有智力障
碍，本该无忧无虑享受童年的她，小学三年
级便辍学在家务农， 早早地扛起了家庭的
重担。 然而，悲惨的境遇并没有得到命运垂
青。 2010 年，23 岁的她与丈夫离婚，独自抚
养年幼的儿子。 生活困难、家庭破碎、感情
破裂， 一时间， 各种打击都落在了她的身
上。 不久，她患上了严重抑郁症，却不得不
辗转外地务工维持生计。 糟糕的身体状况，
她在城市里的微薄收入难以支撑生活开
支，加之身体每况愈下，只好返乡养病。 回
乡的几年间，她把自己封闭在老屋里，靠着
政府的帮扶、 亲戚的接济和零零散散的务
工收入勉强度日。 她说：“那时候的生活，我
几乎看不到希望。 ”

2018 年的一天， 冯丽在喝药时被朋友
无意拍下视频，并随手发到了网络平台上。
没想到， 这条视频意外获得了许多好心人
的关注。 不少网友留言鼓励她要振作，还有
人询问她家乡的特产情况……大家一连串
的问候让她敏锐捕捉到电商机遇：“山里人
用手机也能赚钱！ ”于是，她振作起来，开始
尝试在网络平台售卖自家养的土蜂蜜 ，一
年间赚到了 8000 元———这是她人生中的

“第一桶金”。第二年，尝到
甜头的她决定扩大经营 ，
自建鸡圈养殖 300 只土
鸡， 但由于缺乏规模养殖
经验，最终损失惨重。这次
失败让她明白， 创业不能
仅靠热情， 更需要找准方
向。

生活苦难铸就了冯丽
坚强的意志， 失败没有击
垮她，反而让她更清醒。她
发现家乡的特色农产品在
城里很受欢迎， 常有城里
亲戚来村里购买。 庙坝村
偏远， 村民蔬菜都为自家
食用， 吃不完的大多烂在
地里。于是，她决定收购村
民蔬菜加工成酸菜， 利用
网络平台销售。 这样既打
开销路， 又避免蔬菜运输
变质。

创业初期， 她每天凌
晨 4 点起床腌制酸菜 ，早

晨直播销售，下午挨家挨户收购原料，晚上
打包发货。没有团队，她就自学拍摄剪辑，反
复练习快递打包方法。 在她的努力下，逐渐
打开了销售市场，年收入达到 4 万余元。

2021 年，经过几年摸爬滚打，冯丽在岚
皋县城开设第一家山货门店， 主营苞谷酒、
茶叶、蜂蜜等土特产，通过直播销售让深山
农产品走向全国。 2023 年，她在村里投资修
建 400 余平方米熏腊肉厂，收购生猪制成腊
肉，成为网店热销品。 每年加工村里 2 万余
斤猪肉，加上收购特色农产品，带动周边村
民年增收 20 余万元，她自己年收入达 40 万
元。

创业成功背后，冯丽对家庭也是无私付
出。 她既要抚养儿子，又要赡养年迈父母和
智障叔叔。她每天清晨帮老人梳洗、做饭，晚
上照顾他们休息。 虽然工作繁忙，但是她始
终将家人放在首位。

如今，冯丽的抖音账号“独霸山寨”粉丝
已突破 20 万，在县城拥有了第二家门店。十
年前， 那个还在痛苦中艰难挣扎的女人，凭
着自身的努力，乘着新时代的东风，完成了
从农村姑娘到“电商玫瑰”的华丽蝶变。 回
望来路，冯丽深知，自己的成功离不开乡亲
们的支持，她说：“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
才是真的富。 我计划筹建腊肉干加工厂，进
一步延伸产业链，创造就业机会，带动村民
增收。 ”

谈及未来，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村女
性目光坚定：“我要让山里人的好产品走出
大山，让更多家庭过上好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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