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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老师，又来献血了呀，早点吃了吗？ ”今年
50 岁的汉阴县初级中学教师曹军再次走上汉阴县
凤凰广场的采血车，开始了第 42 次无偿献血。

在献血车前，他熟练地登记着信息，做好献血
的准备。 打开他的献血电子档案， 可以看到 ，从
2002 年第一次参与无偿献血至今， 曹军总献血量
高达 16000 余毫升。 对于曹军而言，无偿献血是他
坚持最久的“习惯”之一，每年都会定期到采血站
“报到”， 采血站的工作人员都已经认得了他这个
“熟面孔”。这些数字，不仅仅是简单的统计，更是他
多年来对生命的敬畏和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

“我是 2009 年到血站工作的，一来就接触到曹
老师，刚来就知道曹老师献了很多次血了，截至目
前，曹老师献血量相当于近 4 个成年人身体的全血
量。 ”安康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工作人员刘润安
说道。

曹军献血的故事要追溯到 2002 年， 当时他正
好在安康办事， 其间偶遇献血车， 当了解到捐献
200 毫升的血液就可以挽救患者生命时，他便毫不
犹豫地挽起了袖子，献出宝贵的血液来帮助他人。

回忆起第一次献血的经历，曹军坦言：“当时好
像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就是在胳膊上扎了一针，很
快就结束了，能帮助到其他人，心里特别高兴。 ”从
那以后，曹军便与无偿献血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不
仅自己坚持献血，还积极宣传献血知识，鼓励身边
的人加入这个行列中来。 曹军常说：“献血不仅能
帮助他人，还能促进自身血液循环，对健康有益。 ”
在他的带动下，身边许多同事和朋友也纷纷加入无
偿献血的队伍，献出自己的爱心。

二十多年前，无偿献血还
是个新鲜事物，很多人对此存
在误解和抗拒心理。 曹军一边
坚持献血，一边耐心地向家人
和朋友科普献血知识。 时间久
了，亲朋好友见他长期献血身
体依然很健康，也就慢慢打消
了疑虑。

“我是跟他结婚之后才知
道他在献血，当时知道他献血
之后 ，挺担心他的 ，因为他那
个时候比较瘦，我就阻止不想
让他去献血了，但他还是比较
固执， 有时候不让他去献血，
他还是偷偷去献了，后来发现
对身体也没啥影响。 ”受丈夫
的影响，如今曹军的妻子陈宁
也开始和他一起献血。

工作中， 他脚踏实地、兢
兢业业，作为学校教研室负责
人，当同事遇到专业领域的难
题时 ， 他总是放下繁忙的工
作，悉心解答。 当新教师应对
工作手忙脚乱时，总是给予及
时的帮助和鼓励。 无论对学生
还是对同事 ， 他总是笑意盈

盈、宽厚温和。 他的同事黄行国说：“平时他工作努
力，在办公室谁工作做得不对，他就喜欢督促，喜欢
说，每天都是最后一个下班，值得我们学习。 ”

曹军在工作之余，也尽可能为社会贡献公益力
量，将扶助老弱妇孺、关爱弱势群体作为自己的责
任，带头参加各种志愿服务。 重阳节去敬老院为老
人打扫卫生、理发剪甲，送去爱心与关怀，帮助他们
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端午节和中秋节去社区参
加活动，送祝福、送温暖等；关注儿童的教育与成
长，每年去农村小学，陪伴孩子们欢度“六一”等。

曹军的“热血”故事不仅感动了身边的人，也引
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他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
献奖金、银、铜奖，还获得志愿服务奖二星奖、安康
好人、汉阴好人等多项荣誉，这是对他多年来善举
的高度认可和赞誉。

然而，面对这些荣誉，曹军总是淡然一笑。他的
谦逊和无私，深深打动了每一个认识他的人。 在常
人看来，坚持 22 年献血、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金奖
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但这些对于曹军来说，却是
不值一提， 他总是说：“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
事。因为献血早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如同吃饭、
睡觉一样平常，都是到时间就会去做的事情。 ”

如今，曹军依旧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坚持
锻炼身体，饮食健康规律，只为了能够继续以健康
的身体状态为社会贡献更多的力量。 “只要我身体
好，我会一直献下去，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加入我们
的行列当中，为社会献出一份爱心。 ”曹军笑着说
道。

胡来春

时令进入腊月，气温在 0 摄氏度以下徘徊，灰蒙蒙的天空不时
会飘落点点雪粒，落入水面，又立刻消失不见。每日一大早，旬阳市
仙河镇观庄社区的天佑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来春总是早
早起床，往往天还没有亮透，他已披上衣裳踱步出门，沿着池塘的
步道把甲鱼喂养一遍。在山大沟深的仙河镇，胡来春是远近闻名的
产业大户，也是地地道道的一位农民。

从 2012 年进入农业，他陆续开始养殖甲鱼、鲤鱼、草鱼等鱼
类，随着发展需要，后来又养起了生猪、肉牛，为了将资源充分利
用， 种植业也被他纳入了产业版图， 相继建成有机设施蔬菜大棚
10 座 10000 平方米，日光温室 2 座 2000 平方米，在建双拱蔬菜大
棚 8 座；种植优质生态富硒大米 200 亩、小麦 300 亩、生态莲藕 30
亩，同时发展特色林果 270 亩，其中，冬桃 25 亩、樱桃 10 亩、冬梨
15 亩；种植拐枣 100 亩，油用牡丹 120 亩……这些林林总总的数
据背后，离不开胡来春 13 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

为了发展农业，壮大农业，胡来春在多年时间内，滚动投资超
过 3000 万元，将产业链条不断延长，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
体的循环农业体系，全家老少都参与其中，在仙河大地上绘就出一
幅“农”墨重彩的生动画卷。

而深入仙河镇了解胡来春的涉农故事， 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
位农民的创业历程， 更关乎一代人对土地的坚守和对乡村近乎虔
诚的眷恋。在很多村庄面临空心化、离散化、老龄化的当下，这位出
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农民， 凭着坚韧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
神，将原本荒芜的土地变成了蔬果飘香、产业兴旺的生态园区。

“我也曾有机会离开农村，后来还是选择回到了这里。
早年间，跟随务工的村民一道在外地务工，一年到头像候
鸟一样回来待上几天就又出去了，后来发现这样也不是个
事。 在亲戚介绍下，就去西安做劳务派遣的业务，挣了一些
钱，又开始接一些工程。 那几年工程多，乡村、城市都积极
搞开发建设，城乡面貌一天一个样，买了十多台工程车到
处跑。 2012 年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湖北了解到甲
鱼养殖，感觉这个产业很不错，加上我们旬阳这边和武汉
都在一个纬度带上，那边能养，我们这里肯定也可以，就兴
致勃勃回到老家，流转土地，建设鱼塘，到处请专家学技
术，开始养殖甲鱼……”冬日湿冷的空气中，胡来春坐在火
塘边，饱经风霜的面容沉浸在对过往的回忆中，其奋斗历
程随着他的讲述清晰呈现。

自此以后，胡来春再也没有长久地离开过仙河，偶尔
有事外出几天，也总是很快就赶回来。 “甲鱼养殖有很多技
术要领，别人我不放心，自己每天去看看心里才踏实。 ”居
住在附近的群众也早已习惯了胡来春每日在田间地头游
走的身影。

年末岁初，胡来春每日都会接到大量电话，多年在农
业领域深耕，他已有了稳定的客源，甲鱼、生猪、肉牛都通
过线上线下的渠道销售到全国各地。 因为养殖所产生的动
物粪便，被他发酵成有机肥，供给蔬菜大棚的日常所需，尽
管隆冬，大棚里的蔬菜依然生长得郁郁葱葱、鲜活水灵。 一
年四季，胡来春的园区内都是人地两不闲，一茬收割完毕，
立马将土地翻耕，再次撒上新的种粒。 和其他农业园区有
所不同的是， 天佑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并不完全依赖人
力，厂房空地上，收割机、旋耕机等智能化农机一应俱全，

农忙时节，周边村庄里的稻谷小
麦等作物也依托这里的农机，实
现了便捷化收割加工，既为园区
发展蓄力， 也惠及十里八乡，让
仙河镇的农业产业形成了头雁
领航、群雁齐飞的规模效应。

在胡来春合作社务工的杨
正德夫妻俩对于园区所带来的
辐射效应有着更深的感触。自养
牛场建设以来，夫妻俩就一直在
这里上班，亲历了合作社的发展
壮大，也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
收。 “我们老两口都 60 多岁了，
去外面务工都干不了，在本地找
份工作， 一年能赚 10 来万元已
经非常不错了，农活我们都干了
大半辈子， 做起来得心应手，我
感到很满足。 ”在整个园区，类似
杨正德夫妻俩这样常年务工的
群众约有 110 余人 ， 用工高峰
期，一天就要数百人，为了满足
园区的运转，胡来春一年需发放
400 多万元的劳务工资。 也正是

得益于根植在乡村的致富带头人， 才让众多剩余劳动力在乡村振
兴的过程中不至于掉队，在家门口有了稳定的收入。

13 年的光阴倏然而过，胡来春的两鬓间已然变得斑白，脊背
也一寸寸矮下去，因长期干农活而显得粗糙的手指间，泥土细微的
粉末渗入掌纹的肌理，是怎么也褪不去的黄土色。 尽管辛苦，但胡
来春却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他的儿子胡先智大学毕业后，也在
他的召唤下回到仙河，在 2019 年成立了旬阳市智豪恒晟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发展肉牛养殖。 两代人接棒前行，一点点让乡村变了容
颜，越来越好。

在胡先智看来，父亲一辈子勤勤恳恳，身上保留着农民最质
朴的品质，大半生与土地为伍，从不曾抱怨苦与累 ，只是顺着天
时，庄稼和牲畜的秉性，一点点把想做的事用心做到尽善尽美 。
如今，天佑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在各级政府的帮助支持下不断
做大做强 ，相继获得 “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 ”“陕西省农
业专业合作社百强示范社 ”“陕西省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安康
市现代渔业示范园区 ”“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与食用农产
品合格证管理 ‘双覆盖 ’标杆单位 ”等荣誉称号 ，这更加坚定了
胡来春往前奔走的信心 ，他常常说 ：“这些年 ，各级政府对我们
的关心帮助都很大 ，国家政策也支持 ‘三农 ’发展 ，作为在农村
长大，又从事农业的农民，我有责任把我选择的事业做到更好 ，
帮助更多父老乡亲增收致富。 ”

落日如霞，映照在粼粼水面上，像是给池塘镀上了一层金辉，
忙碌一天的胡来春回到家，挨个给在园区务工的农户打电话。 “最
近就给大家发工资，忙了一年，都辛苦了……”听着电话那端传来
的感激之语，胡来春笑容满面，言语间依然充满干劲，对来年的收
获满怀憧憬。

“热血”坚守 为生命护航
通讯员 黄智发 王建霞

在镇坪县化龙山脚下，有一家别样的民宿格外引人注意。
走进民宿，便可看到迎面而立的书墙。 书墙直达屋顶，图书从
少儿读物到文学名著、休闲、养生等各类读物，门类齐全丰富，
给人以琳琅满目的美感和引人入胜的阅读冲动。

在饶有兴趣的参观过程中， 民宿主人张良琼身着一袭长
裙，迈着碎步优雅地穿梭在书墙旁，用简洁有力的手势和语言
欢迎我的到来。 在交谈中得知，这是她精心打造的书香民宿，
名为“汐溪里民宿”。

张良琼本为学医者， 在镇坪县医院工作， 有着温馨的小
家，生活幸福美满。 然而，当镇坪县兴起以民宿服务为引领的
旅游热潮时，541 国道改造一新从她娘家门口路过，她便有了
改行的念头。 她娘家位于上竹镇化龙山下的化龙村，位于“巴
山画廊”景区的精彩地段，正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
有雪” 的山地旅游休闲理想目的地。 沟通陕南秦巴山区的国
道，在化龙山地段修成了彩色道路，吸引了不少人来打卡、自
驾游。 看着家门口络绎不绝的客流，张良琼打定主意，要干民
宿。 于是，她动员父母，让出了三层楼房的一二层，又租用了邻
居的房子，便着手规划设计。

隔行如隔山，开办一家民宿也没有她预期的那么简单。 化
龙山脚下的民宿也比比皆是， 如何能让民宿有新的特色成为
张良琼的一大难题，通过查阅资料和考察市场，她认为不能一
成不变，要有创新才能吸引游客的目光。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
她无意间发现了一本名叫《手把手教你开民宿》的读物。 书中
丰富的案例让她脑洞大开，精彩的故事让她拨云见天，学习完
书本专业知识后，她将民宿定位到了“与书为伴”“书香民宿”
一类。

在与投资人进行交流之际， 二人竟不期而遇地达成了一
种默契。 该投资人与她持有相同的志趣，即倡导修身养性的静
谧书香理念，欲打造一座充满浓郁书香氛围的民宿。 此时，正
巧碰上了春风喜雨般的合作机遇， 安康市在镇坪县启动紧密

型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试点工作，县图书馆发挥镇
坪县鸡心岭是“自然国心”的地理优势，筹建统筹全县阅
读资源的“国心书房”，从行政区域上联通镇村，从社会
合作上联通事企业单位和旅游景区，搭建“纵向到底，横
向到边”的全民阅读网络。接到张良琼的申请，相关部门
及时考察，看到汐溪里民宿在房屋改造时就已经注入了
书香怡人的理念，于大厅、楼道制作了美观的书架，开辟
了宽敞的阅读空间，就商定由县图书馆提供书源、业务
指导，由汐溪里民宿提供场所、设施和运行服务，双方共
同举办阅读推广活动，齐心打造独具镇坪县特色的书香
民宿品牌。

准备就绪，汐溪里民宿也开启了“别具一格”的运营
方式。 2023 年 11 月试运行时，迎来的第一批“贺礼”，就
是县图书馆来送的图书， 张良琼深知有了这些书籍，就
增加了对外交流的渠道，文化的力量便时时刻刻萦绕在
这个小山村。 和县图书馆签署了共建书香民宿的协议，
2024 年 4 月 20 日正式营业，对外宣传是镇坪县“国心
书房”汐溪里分馆开馆，从这天起张良琼担任了分馆的
馆长。 随之而来的五一小长假旅游旺季，汐溪里民宿并
没有只顾单方面宣传民宿，而是在民宿里举办了一场城
乡儿童手拉手的“亲子阅读”活动。

提起这个活动，张良琼神采奕奕，回味无穷。这是她
和县图书馆共同策划，联手筹办的。他们以统一的方案，
分别宣传，面向全县招募了 30 名儿童，在城乡学生交换
图书环节，孩子们兴奋不已，纷纷拿出自己心爱的书籍，

有的封面已经泛黄，却承载着他们的童年记忆；有的则是新买
的，散发着油墨的清香。 城乡孩子通过交换图书，不仅交流了
知识，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他们互相推荐自己喜欢的书籍，
分享阅读的乐趣，整个场面温馨而感人。 张良琼看着这一幕，
心中充满了欣慰和自豪， 这正是她打造书香民宿的初衷———
让阅读成为连接城乡的桥梁，让知识在孩子们之间传递，让书
香浸润每一个人的心田。

为了办好和宣传这个充满书香气息的民宿， 张良琼不仅
学会了如何拍摄精美的照片， 还掌握了录制视频和制作宣传
短片的技巧。 她的作品中，内容丰富多样，不仅包括了她自己
整理图书，精心打理书墙，还记录了游客们沉浸在书海中的宁
静时刻，以及村里的村民前来借阅书籍的温馨画面。

当一缕缕书香飘出大巴山， 汐溪里的名气也飘向了远方
的城市。 一家来自江苏常州的客人感慨道：“没想到这里有这
么原始的风景、这么时尚的民宿！ 在这种环境中欣赏风景和阅
读，内心真的很安静，有返璞归真的感觉。 ”

“本来只想留宿一夜，拍下巴山栱桐、红豆杉等珍稀树种
留念，没想到书香环境如此吸引人，风景更是优美，竟然恋恋
不舍住了两个礼拜！ ”一对来自西安的夫妻在准备离开时不舍
地说。

当书香民宿从大巴山打出名气，从四面八方而来的旅客，
因在这里得到了身心的抚慰、精神的提振，都为之点赞，这也
成了汐溪里民宿的口碑。 游客被民宿内浓郁的文化氛围所吸
引，被周围清幽的环境所感染，在这里找到了久违的宁静与安
详，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忘却了尘世的烦恼与喧嚣。 张良琼
说：“想让每一位离开的旅客，都带着满满的收获，希望在这里
的旅行都能成为他们人生中独特的体验。 ”书香民宿，逐渐成
为大巴山的一张亮丽名片，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寻
与体验。

民 宿 书 香 溢 四 方
通讯员 李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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