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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甜、南瓜噎、南瓜只卖一块钱。 ”二十年前，摆摊
叫卖南瓜的吆喝声，在菜市场上空萦绕。如今，李新迅站在
百姓舞台的中央，激情放歌新时代。 村民扯着他媳妇儿的
衣服说：“你家的‘南瓜先生’顶呱呱，那可是咱村振兴娱乐
队的‘明星歌手’呀！ ”

摆摊的“南瓜先生”

今年 48 岁的李新迅，是一位憨实淳朴的汉子，土生土
长于安康城郊的新义村。 他天生一副好嗓子和好身板，在
家里排行老二，哥哥腿上有点儿毛病，干不了重活，父亲是
民办教师，收入微薄，36 岁时突发脑溢血落下终身病患。

初中毕业后，李新迅就挑起了家庭重担，他勤快、头脑
灵活、劳力好，把 6 亩自留地打理的有模有样，种麦子、红
薯，年年高产，全家够吃还卖些余粮，添补弟妹读书，还清
了父亲治病欠下的债务。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粮，解决了腹中饥饿，解决不了
兜中干瘪的困境。他看见种菜效益好，就试着种菜，他听说
外地的瓜甜，就买来瓜种。 从种南瓜开始，当年就喜获丰
收，个大、瓤厚、味美的南瓜，在他的“南瓜歌谣”里卖得欢
实，产销两旺，收入过万。 这在 1995 年的陕南农村并不多
见，他似乎应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农谚，因此被村民
打趣为“南瓜先生”。

南瓜栽种成功了，西瓜也试种成功了，香瓜、莲藕等果
蔬也相继上市。持续几年，土地馈赠的“红利”，把弟弟妹妹
们都送进了高等学府。

盘算的“五五计划”

时间一晃而过，李新迅到了结婚的年龄，家里人四处
张罗给他找对象， 相了几次
亲，都没有对上眼，原因就一
个字“穷”。

1998 年， 有缘和媳妇儿
对上 “暗号 ”后 ，李新迅信誓
旦旦地保证，当年结婚，第二
年盖房， 并制定了颇有胆识
的“55 计划 ”，种 5 亩香瓜 、5
亩西瓜、5 亩辣椒、5 亩莲藕、
5 亩南瓜 ， 每 个 计 划 增 收
5000 元， 每年收入 2 至 3 万
元。

如意算盘打得叮当响 ，
可当年偏逢大旱， 水塘干枯
了、 大地皲裂了、 秧苗焦黄
了，莲藕、西瓜、辣椒、南瓜统

统绝收，只有香瓜抢住了时机，卖了 7000 多元，李新迅赶
紧连本带息还了贷款， 从此再也不敢在媳妇面前夸海口
了，他悻悻道：“光知道蛮干，‘老天爷’也不答应呀。 ”

2000 年，他又流转土地 30 亩，种附加值高的黄姜，没
有想到遭遇市场寒冬，丰收的黄姜也“黄了”，贱卖还卖不
掉，损失不少，李新迅第一次扩大产业规模便遭遇“滑铁
卢”。

地下长不出“黄金”，地上是可以“安窝”的。 2004 年，
硬汉李新迅靠着借来的 3 万元和“工换工”，在荒芜的宅基
地上，硬生生地盖起一栋四间三层的框架楼房。

有家庭就有责任，有压力就有动力。上半年种地、下半
年打工，他走南闯北跑了不少地方。 初次出门茫然不知所
措，到长沙被骗去搞“传销”，逃脱之后又到山西去挖矿、到
台州去赶海……在搬运冻鱼时，滑落的冰碴把头“擦”了一
个窟窿，没有钱住院动手术，简单包扎后就回了家。

敞开的“农家大院”

“我是个农民，我离不开土地。 ”李新迅痛定思痛，毅然
决然在家乡开始二次创业。

三个孩子要上学，一家五口要吃喝，外出打工受了伤，
家庭收入入不敷出，李新迅在“十三五”期间被认定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 他沐浴脱贫攻坚政策的春风，在村干部的帮
助下，申请了产业贷款 5 万元，靠着双手干起种植、养殖
业，并在 2017 年摘下了“贫困帽”。

适逢安康拉大城市骨架，北环建设将新盖的房子和承
包地征收了，李新迅获得了一笔补偿款。他想得长远，打算
再干一场。 没有立即去买商品房、购私家车，畅快享受一
番，而是独自承包了村里的一个塘子，春季投放几万尾鱼
苗，秋季光垂钓就赚了 3000 多元。 钱虽然不多，却让他看
到了休闲农业的美好前景。

于是，他把补偿款全都砸到地里，搞起了农文旅融合
的新型农家乐。 鱼塘扩大了一倍，种起果蔬，养起鸡鸭鹅，
还花了几十万元建起一个阳光大棚，里面有花有草、美不
胜收，尤其是进入冬季，外面一片萧索，里面却繁花似锦，
玫瑰、菊花和三角梅竞相绽放，百姓大舞台灯光闪烁，媳妇
儿拿手的铁锅炖大鹅等地道农家菜，让这个农家乐别有一
番味道，且距安康颇有名气的李丹桃园、桃花源、中心城区
都不远，无疑是一个休闲游玩的好地方。

吃亏吃出经验的李新迅，把农家乐定位为“只接待一
拨人”。 他的想法是来玩的一伙人在一起，心无芥蒂，无拘
无束，放得开，玩得畅快。 不认识的人聚在一个地方，仅仅
吃饭便罢了，若是娱乐，就不太自由，失去了休闲的意义。
只要把菜品做好、环境弄好、服务搞好，就不怕客少。

常规经营是做加法，来客越多越好。 李新迅反其道而
行之，做起减法。他目标清晰的这一“剪”，反倒减出个口口
相传，接单不暇的“排队预订”。

农家大院火了， 李新迅拉扯的三个孩子分别念高中、
上大学，农庄忙不过来，就请周边村民帮忙，每天开一、两
百元的工资，走共同富裕之路，挂牌成立了安康市汉滨区
新迅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无私的“助人为乐”

李新迅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喜欢看武侠小说、听评
书和新闻联播，崇尚英雄和弘扬正能量。

2019 年 10 月 1 日，他骑车在江北交警队对面十字路
口，发现前面摩托上的人手机从口袋里掉到地上，张嘴就
喊，前面骑车人一个紧急刹车，自己来不及避闪，被紧跟后
面的一辆货车撞飞……幸运的是戴了头盔，还是一个修摩
托车的师傅送的，他认为好人有好报，也就没有为难条件
差的肇事司机。

早在 2013 年， 他在水电三局卖完莲菜收摊准备回家
时，发现一辆收破烂的三轮车翻了，骑车人的衣服被转动
轴卷了进去，车子重，拖着人不停地向下坡滑，情况十分危
急，路过的群众吓得尖叫。李新迅一个箭步跑过去，用肩膀
顶住骑车人，双手麻利地将衣服撕开，惊心动魄的几分钟，
挽救了一条活脱脱的生命。

“救人，你咋不叫宣传一下？ ”“有啥好说的……”李新
迅对救人、帮人总是保持低调。 年轻的时候，他就在堰塘、
水库里救过几个不识水性的小孩。 和朋友聊的投机，喝了
几杯酒，才把这些年做的事儿漏出“风声”。

有一次冬天凌晨出摊，李新迅隐约听见旁边房屋里有
婴儿的嘀哭声，开始还没在意，走近几步，声音越来越弱，
他感觉不对，循声敲门，没有回音。 李新迅意识情况不妙，
强行踹开门，一股煤气冲鼻而来，进屋环视了一下四周，窗
户紧闭，屋顶还用塑料纸蒙着，整个房屋关得密不透风，一
家四口东倒西歪躺着、趴着，嘴脸发青，他赶紧跑去找村
医，并打电话叫来 120，挽救这家人于危难之中。

更早的 2005 年腊月， 他在李家嘴村捡到了一个鼓啷
的钱包，里面塞着一沓厚厚的钞票，还有身份证、银行卡
等。当时没有手机，他就站在原地等了大半天，没有等来失
主。 翻看身份证，知道那人年龄和自己差不多，是本地人。
他灵机一动， 去找曾经教他的江北办忠义小学的老校长
……校长桃李满天下，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学生，经多方
联系打听，终于物归原主，失主连声道谢，他还是甩过那句
话：“莫谢，这算个啥。 ”

李新迅长得酷似特型演员，尝试着在农庄 K 歌、拍抖
音，不仅成了“乡村自娱班”的核心人物，还是小有名气的
“网红”。 最近，他又拜当地一名声乐达人为师，经专业指
导，声音更甜更润了。 纵情高歌时，生活百般滋味，都在歌
声中嘹亮了起来。

唱着山歌奔富路
记者 王拥 通讯员 翁军

李新迅:

深秋时节，沿着洁白干净的水泥公路，走进紫阳县
洞河镇楸园村，一幅蓝天白云、山清水秀、羊群满坡、鸟
儿欢唱的画卷徐徐展开，看一眼便觉心情舒畅。

山坡上，一个现代化生态农业养殖场出现在眼前，
养殖场内一座座钢结构“小羊楼”有序排列，整齐划一
的圈舍内，羊儿叫声响彻山间，一只只体态健壮的羊正
悠闲地吃着草料，它们或站或卧，憨态可掬 ......对于紫
阳县沃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进宝而言， 眼前
的这个养殖场是一份无比珍贵的“家当”，也是一份沉
甸甸的事业，更承载着自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希望。

回乡当“羊倌”

出生于 1986 年的陈进宝， 从小在紫阳县洞河镇农
村长大，总想着干一番大事业，摆脱贫困发家致富。

“我小的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很差，为了生活，父母
常年在外打工，我和妹妹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一边
上学一边操持家务，日子过得清苦又孤独。 ”陈进宝说，
初中上完后， 他就迫不及待地走出家门， 走上打工之
路。

2000 年， 陈进宝随着浩浩荡荡的打工大军来到河
北一家电子厂上班，在这里，他干了一年，感觉不适应，
又来到一家广告公司当学徒，也没干多久。 陈进宝说：
“我辗转全国各地，漂泊他乡，上班进厂，总感觉不适合
自己。 但是，通过数年在外闯荡打拼，我开阔了眼界，学
到了本领，积累了经验。 ”

2005 年，陈进宝来到山西一家煤矿，和父母一起在
矿山上班，学开挖机，随后投资开煤矿。 “在这里，通过
几年辛苦努力， 我确实挣到钱了， 挖到人生 ‘第一桶
金’，成了大家所说的‘老板’。 ”陈进宝说。

在外开煤矿挣钱虽然收入尚可， 但对于陈进宝来
说，背井离乡在外漂泊，就像没有根的浮萍，心里总是
安定不下来。 陈进宝说他是农民的儿子，家在农村，家
乡才是他的根。 “我对农村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多少
次梦里回到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 这里有很多乡亲需
要增收致富，我愿意尽我所能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

2020 年，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陈进宝到云南、贵州、
四川、 安徽等地考察学习， 随后毅然回到生养他的家
乡，投资 1000 余万元，流转土地 500 余亩，种植牧草、
修建羊圈、养猪场、养牛场和饲料加工厂房，从贵州引
进 500 只努比亚黑山羊种羊，建成紫阳县沃农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形成了集生态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
业链。

“家乡的青山绿水是天然牧场， 特别适合养羊，而
且楸园村是一个回族聚集区，有养羊的习惯，加上山羊

的市场价格好，养殖成本低、见效快。 ”陈进宝介绍说，
选择养殖努比亚黑山羊是因为这种羊抗病强、繁殖快，
成年公羊一般体重可达 150 公斤以上， 成年母羊可达
100 公斤以上，技术门槛低，且肉质鲜嫩、营养丰富，深
受消费者青睐， 市场需求旺盛， 是一个很好的养殖项
目， 这也坚定了他继续养好山羊， 带领群众致富的信
心。

建成“羊银行”

第一次见到陈进宝的时候， 他正带着牧羊犬赶着
成群结队的羊群上山放羊， 刚出圈舍的羊儿不停地撒
着欢，时不时地发出“咩咩”的叫声。 陈进宝说，他每天
六点准时起床，上山放羊，保证山羊伙食营养丰富。

所谓“隔行如隔山”，初次搞山羊养殖，他在煤矿上
包工程的那一套模式完全无法复制到养殖场上来，技
术问题成为陈进宝遇到的最大难题。 于是，他花费了很
多时间，一方面从书本上学习养羊知识，另一方面到外
地养殖场参观学习，虚心向成功的养羊人“取经”，还跑
到县、镇兽医站学习防疫知识，并聘请了一位畜牧专家
常年驻场进行技术指导。

“每只羊的饮食、防疫工作都要从我和技术人员手
上过一遍， 我们几乎天天陪伴在它们身边， 力争保证
100%的成活率。 ”陈进宝怀抱着一只小山羊，边打防疫
针边说道。

随着养殖场山羊数目的增多， 陈进宝开始想办法
提高养殖场的自动化水平。 在养殖基地，羊舍全部配备
了先进的自动饮水系统和排风降温系统，饲料加工机、
饲料搅拌饲喂机等机械一应俱全，整个基地布局合理，
防疫设施完善，确保了羊的质量。

“陈总养的羊肉质细嫩，没有膻味，顾客爱吃，我今
天又来买了 3 头。 ”在紫阳县城开饭店的刘先生说他已
经把紫阳县沃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作为羊肉原材料供
应基地了。

“我们在抖音、电商、微信等平台上销售也很好。 ”
陈进宝说，努比亚黑山羊不愁销路，目前，已与四川、河
南、湖北等地的销售商形成了长期合作关系。 “一只商
品羊市场价每公斤 80 元左右，每只可获利润 400 余元，
前几天养殖场刚出栏 300 多只， 销售收入已达 80 余
万。 ”掰着手指头算起经济账的陈进宝，脸上的笑意遮
挡不住。

“随着饲养经验的不断积累， 我们在养羊的基础
上，还发展了养殖黑猪和饲养本地黄牛项目，繁殖的也
很快，已经成为一个取之不竭的‘羊银行’”。 陈进宝高
兴地说。

走上“羊光道”

“可别小瞧了这些羊，它们可是我们的‘宝贝’，是我
们增收致富的希望。 ”养殖户陈健抚摸着怀里的一只刚
出生的小羊羔，言语中满是爱怜。

“我们一家子现在以厂为家， 两口子养羊一月能挣
6000 多元，还照顾了上学的孩子，过上了幸福生活。 ”石
万红高兴地说。

在养殖过程中，陈进宝发现，楸园村特色种植业很
发达，每年都产生大量秸秆，他发展畜牧养殖就可以变
废弃秸秆为饲料，而且羊粪是优质有机肥，可以出售给
种植农户，是兼具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好产业。

“陈总发展养殖业不仅解决了村里秸秆回收难题，
而且致富不忘乡邻，村里没人不夸他。”楸园村党支部书
记说，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和羊只的增加，陈进宝经常
雇用村里群众帮自己喂养、收集废弃秸秆。此外，他还主
动带动村民搞养殖，并在购买饲料、引进种羊、疏通销
路、提供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帮助。

“以前我在外地打工，很辛苦，自从为陈总养殖场代
养羊后，每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照顾了孩子和老人，家
里也盖起了楼房，日子过得美滋滋。”养殖户陈健说：“我
今年又代养了 50 多只努比亚黑山羊，每只能卖 1800 元
左右，一年能挣 12 万余元。 ”

为帮助群众致富增收，陈进宝专门成立了农民专业
养殖合作社，采取统一提供畜种、统一技术、统一标准、
统一保底价格、统一收购的方式，流转 200 余亩土地种
植牧草，聘请 30 余人在农场务工，与 15 户签订牧草种
植收购协议，让 5 户脱贫户代养 100 多头羊，有 9 户入
股分红，人均年增收 2000 余元，农民专业养殖合作社成
为村上农民致富增收的强力引擎。

“现在政府对我
们的扶持帮助很大 ，
我要抓住机遇， 扩大
生态养殖规模， 再新
建几幢大棚， 力争年
出栏山羊 5000 只、黑
猪 500 头，黄牛 300
头， 解决更多困难群
众就业， 带动全村群
众致富增收 ‘发 羊
财’。 ”提及下一步的
发展， 陈进宝目光坚
定，信心满满。

返乡创业当标兵
记者 王拥 胡智贤

陈进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