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24 年 10 月 16 日 编校 吴苏 组版 勇军 07秦巴文旅 人物

8 月上旬的一天， 在高新区万浩未来城梦想小镇商业街一个
不起眼的店铺前，进进出出的人潮让这里显得异常热闹。这些年龄
迥异的面孔， 都是来找一位在坊间颇有名气的老中医左都稳瞧病
的。

今年安康的夏季，因持续炎热导致出现空调病、热感冒、中暑
症的病人特别多，很多人对中医疗法颇为信赖，在口口相传中来到
了这里。

走进左都稳的诊室，只见正墙中央悬挂着一块“大医精诚”的
牌匾，案桌后的左都稳正聚精会神地为前来就医的病患伏案把脉。

前来就诊的患者自觉排队、落座等候，他们把自己的病症向老
中医逐一述说，只见左都稳手搭病人手腕把脉，亲切地与病人沟通
确认病症，耐心地根据患者情况开具良方。

一位来时愁眉不展的年轻人，手拿方剂离开时眉开眼笑。 “左
大夫为我家里三代人都看过病， 医术高明， 各种疑难杂症他都能

治，花钱少、好得快，我们信得过。 ”
“中医是中华民族延续繁衍的文化瑰宝，是劳动人民在长期防

治疾病的实践中，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传统医学。 所谓医者，就是要
有一颗仁爱之心，担负起治病救人的职责。 ”从事中医疗法多年，左
都稳对中医的认知颇有见地。

回顾左都稳的成长历程，出生于安康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他，
幼时身体虚弱，三天两头总生病，每次都是找中医开一剂方子，喝
几次就好多了。 “从那时候起，我就立志学中医，传承中医文化，帮
助更多人治未病、保康健。 ”左都稳回忆说。

有了目标的左都稳，开始通过各种渠道系统地学习中医知识，
也在老一辈中医的耳濡目染下，将“为患者解除病苦”作为行医准
则。 1998 年，在大河镇开办的村级卫生室，左都稳有了一个新的身
份———乡村医生。

都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但是勤勉好学的左都稳，又在 2004 年
报考了安康卫校，通过进一步的学习，不仅将中医理论知识熟稔于
心，更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赢得了无数人的交口称赞。

“乡村医生就是要站在患者的角度想问题，为群众解除病痛。 ”
左都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早年间， 通讯和交通并不发达， 但哪家哪户病人家属一句呼
唤，左都稳便背起自己的药箱以最快的方式赶往病人家中，其年均
出诊数及门诊量高达 1 万余人次， 他的足迹遍布大河镇的沟沟壑
壑。

除去看诊，左都稳最大的爱好就是订阅医学杂志和报刊，然后
对着手抄本温故知新，本子里记录着病人的病情和药方 ，还有病
名 、医学阐释等 。 他还经常去往北京 、河南 、江西等地取经学
习 ，行医几十年来 ，这样的本子他慢慢累积了一大摞 。 面对慕
名而来 、真心求学的人 ，左都稳也毫不藏私 ，慷慨地传授毕生
所学。

在安康城区开诊看病后， 左都稳开始总结多年来的医疗经验
和病例实践，总结归纳中医望闻问切、中医内治八大方剂、中医外
治六大技法精髓。 他擅长中医疼痛专科调理、中医妇科调理、中医
皮肤科调理养护、中医儿科专科调理、慢性病调理养护等未病治保
的方式。 依靠精湛的医术和良好的口碑，他为省内外数以万计的患
者带去健康福音。

“人得了病是很痛苦的， 万一病人有个头疼脑热来找医生，一
时半会找不到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那就麻烦了。 我要对我的病人
负责，不敢有丝毫懈怠。 ”多年来，左都稳坚持每天开门接诊，雷打
不动，遇到腿脚不便的病人还主动上门问诊。

左都稳不仅仅是一名中医， 还是一名热爱公益事业的人，从
2015 年开始，他坚持做公益履行社会责任，累计向社会各界捐赠价
值超过 75 万元的爱心物资。

在诊所的柜台上，摆放着不少左都稳获得的各类证书和奖杯，
但他并没有因此自满，而是谦逊地表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只
希望能发挥好自己的价值，为他人、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传承和发扬中医文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点。

工作场合一丝不苟，安排工作任务思路清晰、
逻辑严密，私下里却又亲切随和，这就是梁波给别
人的印象。1985 年出生在汉滨区县河镇的梁波，自
参加工作以来就一直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为安康的多项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谈话间
皆透露出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和奉献精
神。

2006 年， 梁波完成学业后在陕西经贸学院成
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担任班主任和办公室主
任，任职期间认真工作，全力保障学生安全和学习
质量及学院行政后勤工作。

在教育行业奉献的 7 年间， 梁波获得了多项
荣誉，2008 年组织师生参加安康汉江龙舟节活动
中被学院评为 “优秀组织者”；2013 年 2 月被学院
评为年度 “先进工作者”；2014 年 3 月被安康市团
委、市住建局、市双创办授予“安康市双创青年志
愿服务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这些荣誉无不记录着
梁波的成长。

2014 年， 梁波又进入安康瀛湖管委会旅游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工作，先后任综合二部部长、经营
二部部长，2015 年陕文投来安康瀛湖投资后，他被
转入陕文投安文旅公司， 先后任瀛湖景区公司办
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陕文投安文旅公司安全办
主任。 梁波很快适应了身份的转变，全身心投入到
工作中，助力瀛湖旅游产业发展。

任职期间， 梁波建立完善了瀛湖景区日常管
理体系， 制定了景区管理相关制度及服务标准流
程，为景区管理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 协助开展
了瀛湖景区旅游标准化试点创建工作 ， 通过
参与管理体系和标准修订及标准化推行，成功
创建了陕西省旅游标准化示范景区， 进一步优化
了景区管理，提升了景区服务品质、经营效益和品
牌形象。

当时瀛湖景区内存在村民乱摆乱放， 占道经
营的现象，阻碍了景区交通，影响景区经营，梁波发现了问题便积
极与村民交涉，了解到村民们的真正需求后，制定出科学合理的
方案向公司报告，选址建设打造集中售卖点 ，组织村民集中进
行售卖 。 “我们建这个集中售卖点主要就是为了方便村民 ，
他们摆摊也是为了生计 ， 不能为了景区发展就牺牲了他们
的利益 。 ”梁波说 。 这项举措既解决了村民占道经营的问题，
还为村民提供了一个规范经营的场所， 赢得了村民的认可与夸
赞。

2021 年，“十四运会”水上马拉松比赛项目在瀛湖举办，按照
瀛湖管委会和陕文投安文旅公司统一安排部署，梁波任场地环境
处安全保障组组长，主要负责场地环境处安全保障工作。 根据瀛
湖的实际情况， 他前期制定了相关安全管理方案及应急预案，开
展安全检查整改， 补充安全相关设施设备和配备安全管理人员。
赛事期间与多个部门密切配合，全力做好停车疏导、消防和食品
安全管理及现场安全秩序维护等工作。在他的精心准备和不懈努
力下，为赛事活动圆满举办兜牢了保障，受到了竞委会和市直部
门的肯定与好评。

不仅如此，在日常负责瀛湖景区安全生产工作期间，梁波还
根据瀛湖景区既有水域又有陆地的环境特点，推出了适合瀛湖的
水陆安全管理建设，创新创建了瀛湖安全生产管理“三项机制”，
即从时间维度上开展日巡查、周通报、月总结、年考核机制；从空
间维度上推行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机制；从业务维度上开展安全
生产双重预防机制。 “三项机制” 保障了瀛湖旅游区安全有序发
展，为瀛湖旅游区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在陕文投集团
内部推广。

因为梁波在工作期间的优秀表现， 他不仅获得了公司的认
可，还收获了不少荣誉。 2017 年 2 月被陕西文投安康文化旅游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评为年度 “优秀员工 ”；2018 年 2 月和 2019 年
2 月连续两年被公司授予年度 “突出贡献奖 ”；2018 年 7 月被公
司评为 “优秀共产党员”；2021 年 2 月被公司授予 “董事长特别
奖”，被评为“安全生产优秀管理干部 ”；2021 年 7 月被安康瀛湖
生态旅游区管委会评为 “优秀共产党员”；2022 年 2 月被公司授

予 “突出贡献奖”， 被评为 “安全生产优秀管理干
部”。

2023 年 2 月，梁波又调整至安康市汉滨发展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负责集团公司综合事务部工
作和下属子公司盛世欣业公司的运营管理工作。 正
是看中了他的优秀能力，公司将汉滨区委党校的运
营工作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梁波。

“当时区委党校的经营初衷是对外招商， 但是
没有人来投资，汉滨区政府就决定让发投集团来接
手运营，盘活资产，我就被集团选派来接管汉滨党
校的相关工作了。”梁波说。区委党校主要经营学苑
大厦宾馆，为全区会议、培训、接待等政务活动提供
保障，同时对外经营。 梁波经过前期认真筹备，积极
注册成立公司、搭建团队、购置运营所需设施设备、
建章立制、招聘人才、开展专业培训等 ，目前有 40
余位职工在岗，确保公司正常运营。 在运营管理过
程中，梁波采取市场化运作，加大宣传营销，强化日
常管理，稳步提升服务质量、逐渐打开市场，树立了
良好的口碑形象，有力保障了全区所有政务活动的
有序开展，确保国有资产增值保值，促进汉滨国有
企业高质量发展。

梁波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基调， 认真学习，兢
兢业业，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今年五月被
团区委授予“五四青年奖章”，七月被汉滨区财政局
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目前学苑大厦在保障全区政务活动之外的运
营持续稳定向好，未来有望在我们的努力经营下收
入逐渐提升，下一步的目标是年收入达到 800 万。 ”
梁波信心满满地说。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梁波始终坚信“路虽远行
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他说：“我将坚定理想信
念，进一步加强学习、努力工作。 在平凡的岗位上，
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为公司发展努
力拼搏，为安康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

“刚过上几天好日子，禁不起折腾。咱们这地方
山大沟深，蚕茧卖起来困难，乡亲们和你一起养蚕
挣不来钱怎么办？ ”父亲生气地怒吼道，颤抖的声音
中透露出一丝担忧。汉滨区沈坝镇桥头村党支部书
记、顶峰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方益平，忘不
了刚回乡创业的这一幕。

如今，经过艰辛发展，合作社发展桑园面积已
达 500 亩，建成标准化养蚕室 1 处 ，注册了 “圣叶
梦”蚕丝被商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合作社与高校
联合研发出彩色蚕茧和石墨烯蚕丝被、桑枝食用菌
等产品，搭建起小蚕托育服务，更多的乡亲们因蚕
桑产业增收致富。

方益平所在的桥头村位于汉滨区西北方，生态
良好、气候适宜，蚕桑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当地
群众一直有兴桑养蚕的传统。 因为蚕桑抗
风险差、产业结构单一，蚕桑产业曾一度
在沈坝镇桥头村停滞不前。 就在发展蚕桑
产业的第一年，方益平就遇上了因为蚕病
导致蚕茧减产的问题。 但不服输的性格并
没有击退他发展壮大蚕桑产业的决心，在
多方请教和学习饲养技术、 管理知识下，
通过统一规划布局、土地流转、设施建设、
订单收购，使得方益平办企业、建桑园、盖
蚕室、养蚕桑一气呵成，他逐渐由外行变
成内行，成为蚕桑养殖方面的“土专家”。

“桑苗合作社里免费给， 茧子也不愁
卖。 ”“养蚕周期短，技术合作社给提供，有
啥顾虑的。 ”“方支书脑瓜活又诚实守信，
我们都相信他。 ”提起方益平，乡亲们纷纷
竖起大拇指夸赞。

沈坝镇出了“蚕状元”，方益平声名鹊
起。 他坦言，蚕桑产业仅靠一个人和一两
家合作社不行，靠单一的养蚕效益也很有
限，只有延长产业链条，才能增加产业附
加值，解决更多人就业。

为了深度挖掘传统蚕桑产业潜力，合
作社形成了小蚕集中共育、 大蚕分散喂
养、全程技术指导、蚕茧统一回收、烘茧缫
丝制被、蚕蛹综合利用、桑枝菌种开发、桑
园林下养殖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使得桥
头村的蚕桑产业逐渐实现了规模化、产业
化。 同时，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合作
社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安康学院和浙江
省农业科学院蚕桑与茶叶研究所等多所
科研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指导蚕桑产业发

展。
功夫不负有心人。合作社按照“党支部+资源共

享+产业联盟”的模式发展蚕桑产业，已建起蚕丝被
加工作坊 1 处，年生产“圣叶梦”牌蚕丝被 2000 余
条，深受市场欢迎。 同时，沈坝镇桥头村先后成立了
5 家蚕桑养殖专业合作社，群众养蚕的积极性不断
攀升。

“新农人”方益平创业的创新气质在这里彰显，
一棵桑树、一粒蚕茧、一床蚕丝被，都成为桥头村群
众致富的希望。 目前，合作社正建设桑枝食用菌加
工厂，充分利用桑枝，变废为宝 ，成立蚕蛹研发中
心，开发休闲食品。 同时，还会加大桑叶茶、蚕沙枕
等产品的研发力度，延伸产业链，把更多群众嵌入
到蚕桑产业的链条上，为群众致富增添新门路。

他把自家的茶园办成了让群众增收的致富园
地，办成了全市的“残疾人创业就业示范基地”。在恒
口示范区西南山区的恒口镇南月村， 人们将该村的
党支部副书记康忠实称作 “山民们共同致富的铺路
石”。

家住南月村 9 组的康忠实， 初中毕业便回乡务
农，本是一棵务实勤奋、智勇双全的“好苗子”，不料
21 岁那年因故导致左臂受伤，落下了残疾。 年轻的
他没有气馁， 经过一段时间的求医治疗、 康复训练
后，他勇敢地举起右臂，立志要在致富路上当好先行
者。

1991 年，他便流转土地 20 亩，带领全家兴桑养
蚕，以辛苦劳动的收入还清了治伤的外债。 1994 年
他把桑园交给他人经营， 自己带着积蓄到西安的康
复路去批发服装鞋帽， 有了收入后就回到家乡的梅
子铺集镇，租用门面房开办服装店，以批零兼营的方
式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到了 2015 年，他见大量劳力外出务工，村上不
少土地被撂荒了，他就放弃了在外开采石料等生意，
回村兴办农业园区。 经过调查走访、查阅资料，康忠
实得知本村四组老地名为“明月寺”的山坡上，曾于
明清时期开垦茶园、出过贡茶，至今尚有一尺多粗的

老茶树十几株，他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
般兴奋不已， 当即决定开发 “明月寺茶
园”。 当年 5 月，他不顾烈日高温，带领雇
请的 30 多位村民， 在流转的山地上开挖
茶带 ，大干半年 ，首期开垦 200 亩 ，引种
“紫阳富硒”“龙井 43”和“陕茶 1 号”等优
质茶种，购买菜籽饼、牛羊粪等有机肥，在
凤凰山北坡发展优质有机茶园。 一连两
年， 他带着村民一口气兴建茶园 350 亩。
茶叶全面开采时，正赶上茶市走俏，他的
“明月寺贡茶”因为品质优良，受到市场青
睐，常年供不应求。 到了第三年，因工艺改
造、品质提升，“明月寺贡茶”荣获“全国硒
水鉴茶大赛”金奖。 凤凰山飞出了金凤凰，
康忠实的茶业产业迎来了高光时刻。

这时， 有人建议他垄断全村茶叶，把
产业规模做大。 康忠实想到自己在困难的
时候得到众人的相助，困难时期生产生活
各方面的艰苦努力，就决定要发挥共产党
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以自己的农业园
区为载体，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于是，大伙欣喜地看到，由康忠实牵
头组建的 “明月寺种植业农民合作社”成
立了。 他以免费提供种苗、肥料、技术指导
和统一提供茶叶加工服务的方式，帮助村
民发展茶园 450 亩。 而农户的茶园均由各
户自主经营，与此同时，没有种茶的过百
村民依靠季节性生产需求，在他的园区务
工挣钱。

村民们同时注意到市、区两级的“残
疾人创业就业基地”在康忠实的“安康明
月寺贡茶现代农业园区”挂牌，全村 30 多
位残疾人成了他的常年用工对象，21 户残
疾人家庭在他的带领下走上富路。

村民魏青东，全家有 3 口人，在康忠实的帮助下
发展茶园 3 亩，次年便实现了增收。 村民晏真富因听
觉残障，无法外出务工，但有一身好力气，康忠实就
安排他到园区干活，使其有了稳定收入。 还有因肢残
而干不了农活的柯洪军， 康忠实以帮扶残疾人家庭
的名义，吸收其弟柯洪展到园区务工，为其开辟了增
收途径。

当自家的茶园和帮扶户的茶园连成一片， 合为
一个大园区，就形成了当地有名的茶叶观光景区。 为
了发展农旅融合产业，康忠实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
于园区内兴建了占地 3.7 亩的“忠实庄园”，既兴建加
工厂，又开办农家乐，不仅满足了全村茶农的茶叶制
作需求，而且促进了农产品的销售。 村民晏真益说：
“仅他这个农家乐一年消耗的猪肉、粮食、蔬菜和鸡、
鸭、鹅等本地特色农副产品，就为村民创收二三十万
元。 ”

最近，康忠实又在谋划茶园的提等改造工作，准
备用秋冬时节，改造全村茶园和园区道路，达到机械
化作业标准，以利明年制作伏茶，把夏秋两季的闲置
茶叶充分利用起来， 让村民因茶致富的路径更加宽
广。

康忠实：
以茶促旅富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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