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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6 年到 2025 年这十年间， 辛华、 龙甫
林、钱昌维这三位来自平利县的驻村第一书记，如
同永不停摆的“乡村时钟”，把办公室搬到田间地
头，将作息调成“村民模式”，用沾满泥土的初心实
现为民情怀，他们也成为村民们心中最亲的“自家
人”。

从脱贫攻坚的决胜收官， 到乡村振兴的宏伟
蓝图徐徐展开， 正如他们朴实而真挚的话语：“心
系群众，就是要时时处处为他们办难事、解难题。 ”
这些带着露珠的故事，不仅记录着“驻村干部”到
“自家人”的身份蜕变，更昭示着“上下同心、尽锐
出战”的制胜密码，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考卷上，
写下了“江山就是人民”的赤诚答案。

辛华：“我们鸦河口村的茶叶真好！ ”

2 月 24 日，午饭时间，在平利县八仙镇鸦河
口村驻村的辛华煮了一碗宽面条，撒上辣椒面、葱
花和盐，浇上醋汁，再用滚烫的热油“滋溜”一泼，
搅拌均匀后大口吃了起来。 这次的面条比往常多
了半碗， 因为他揪着的心终于松了下来———前一
天，他在茶园发现病虫害严重，若不及时处理，将
严重影响春茶的产量和品质。 他立即向县茶叶和
绞股蓝发展中心汇报，第二天上午便接到通知：下
午将有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指导。

辛华的心终于放下了。
这样的“揪心时刻”，辛华早已习以为常。有一

年寒冬，茶园遭遇罕见霜冻，茶树嫩芽奄奄一息。
辛华心急如焚，四处打听补救办法，电话一个接一
个，仿佛在指挥一场战斗。 最终，他带着村民给茶
树盖上“保暖被”，并请来技术人员指导追肥，硬是
把茶树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

“一进鸦河九道湾， 茶香阵阵漫高山。 ”2016
年， 西安交通大学派驻鸦河口村第一书记辛华一
到村上，便被青山绿水间的茶园迷住了。当地村民
自豪地介绍，高山云雾出好茶，鸦河茶汤色明亮、
口感高香、回味悠长。

每天下午，辛华喜欢围着茶园散步，看着葱茏
的茶树，仿佛绿色的音符在跃动。每逢茶园里有劳
作的老乡，他总会停下脚步，聊聊收入，话话家常。

“老乡，茶树修剪时把主枝留着，不剪侧枝，还
有修剪时桩子不要留得太长，免得养分损耗。剪口
要向侧方倾斜，尽量保留外侧的嫩芽，使发出的新
枝向四周伸展。 一定要记住的是，剪口要光滑，切
忌剪裂，要不然雨水一来，伤口就难以愈合，就会
影响茶树生长。”“要得，辛书记说的在理呢。”村民
们笑着回应道。

辛华从“茶小白”成长为半个专家，对茶叶的
栽种、管护、采摘、加工和品鉴越来越得心应手。每
到茶叶上市时节，辛华便泡在茶厂里，严把每一道
工序，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整个人都会瘦上一圈。

因茶相识，以茶结缘。为了解决村上茶叶宣传
不到位、经营不规范、销路不畅等问题，辛华结识
了平利县八仙云雾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罗显春。
两人一聊起茶，便从早说到晚，茶事春秋、人生况
味尽在笑谈中。

如今，通过辛华和罗显春的牵头，县镇村共同
发力，鸦河口村的高效茶园面积达到 500 余亩，成
为平利县八仙云雾茶业有限公司的优质基地。 春
茶的单价从 600 多元一斤提高到 800 多元。 有了
优质茶基地的助力， 八仙云雾茶业有限公司近年
来荣获陕西省茶行业“十佳茶企” “十佳茶品牌”
“十佳最美茶园”等多项荣誉，2022 年被评为陕西
省“专精特新企业”，2023 年认定为“高新技术企
业”。 “八仙云雾茶”2022 年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名录，2023 年荣获 “陕西好商标”， 并荣登
2024 中国茶企业品牌价值榜。

“辛书记为我们的发展全力以赴，他的工作态
度和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罗显春对辛华的感激之
情溢于言表。

好茶还得靠吆喝。辛华一得空就会拍摄小视频，
发到朋友圈，展示山水风光，推荐鸦河好茶。 他积极
对接第一书记超市，参加农高会、农产品推介会和农
副产品进高校等活动，为鸦河茶拓宽销路。 “我们鸦

河口村环境好、海拔高，生产的茶叶富硒无污染，耐
泡味道好。 ”每次回到西安，辛华都会向同事和朋友
推荐鸦河茶，成为名副其实的“代言人”。

2024 年 7 月底和 8 月初， 经过辛华的牵线搭
桥， 西安交通大学工会分两批组织近 200 名教职
工代表到八仙镇天书峡景区开展暑期职工疗养。
疗养期间， 辛华还特意安排大家到鸦河口村茶园
观光。 “看了这么美的茶园，身心都有一种通透的
舒适感，也更加相信这里产的茶品质好，喝起来很
放心。 ”化学学院教师胡敏对茶园印象深刻。

驻村的十年间，辛华的饮食习惯依旧简单，但
喝茶却“挑剔”起来，以前喝普洱、铁观音、茉莉花，

产地不固定，现在只喝鸦河茶。 茶到浓时，吼上几
句秦腔选段，唱腔激昂高亢、粗犷质朴，感觉血脉
都在偾张。

“喝了村上的好茶，感觉无以为报，只有以身
许‘村’，为这里的好山好水、乡里乡亲扎扎实实做
点儿事情。 ”辛华说，来到鸦河口村，他在垄垄茶
树、缕缕茶香中找到了乡愁的寄托，更找到了自己
的人生价值。 他努力让鸦河口村的茶叶香飘四方，
也让村民们的日子像茶一样越来越香。 十年来，在
他的积极争取协调下， 村里改建了村党群服务中
心，新建了健身广场，两座便民桥的落成解决了百
余名群众的出行难题。 他还为八仙镇中心小学和
鸦河小学等学校争取桌椅、图书、文体设施等捐赠
和各类助学资金，累计超过 240 万元。

龙甫林：“我们如果不吃苦，群众就要吃亏！ ”

“老乡，龙书记在村上工作干得怎么样呀？ ”
“在村上工作了十个年头了，龙书记的工作肯

定干得好呀！ 如果干得不好， 一两年不是自己走
了，就是被我们架走了（赶走了的意思）。 ”在平利
县广佛镇冯家梁村三组， 村民秦道银一边忙着整
理从地里挖出来的独活，准备重新移栽，一边笑盈
盈地回答着记者的问题。

秦道银每年种植中药材独活和云木香 10 亩
左右， 中国人寿平利公司派驻村上的第一书记龙
甫林帮忙联系种苗和销路。 除了中药材，秦道银还
种植玉米和土豆，养了两三头大肥猪。 家人经常劝
他年纪大了，没有必要那么辛苦劳作了，但他说人
如果闲下来，就会觉得心里发慌。 产业路直通家门
口和地边后，秦道银的干劲儿更足了，一个劲称赞
现在政策好、条件好、干部好。

村上也成立了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每年发展
中药材 1000 亩左右，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
业。

从一个金融干部变成农业“土”专家，龙甫林
的秘诀只有一个字———“实”！ “工作不做实，就是
花架子，我们如果不吃苦，群众就会吃亏。 ”这是龙
甫林在工作日志中写过很多遍的话。 他的工作日
志本中，记得密密麻麻，走访入户、查看产业、化解

矛盾、对接协调……事无巨细，全在其中。
“2025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五，天气阴。 为三组

的李大姐帮忙销售腊肉 58 斤，合计 2030 元。 ”李
大姐曾是老上访户， 龙甫林到村后决心化解这一
“老问题”。 他说：“‘笨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哪怕
是冰冷的石头，时间长了，总会焐热的。 ”

龙甫林不厌其烦到李大姐家里走访， 倾心深
入沟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寻找解决问题的方
法，真心实意帮助她。 最终，李大姐被他的真诚所
打动，一门心思发展产业，通过勤劳让日子发生改
变，还成为村上的产业标兵。 2022 年秋季，李大姐
家里玉米大丰收， 龙甫林发动驻村工作队员和周
边群众给她家里帮忙搬运玉米。

除了“笨办法”，龙甫林干工作也有自己的“巧
办法”。 他擅长写小品、独角戏和快板书，创作的同
时还能上台演出，朗朗上口的台词，惟妙惟肖的表
演，深受群众的欢迎。 大到大政方针，小到村上发
展变化，他都能巧妙融入文艺节目中。 “一场酒席
花几万，日子咋能过得展？ 细水长流情常在，勤俭
持家是真传。 ”村民有红白喜事的，他在热心帮忙
张罗的同时，劝说村民不要大操大办，能简单办的
尽量简办，减轻人情负担，弘扬时代新风。

在覃春杰家里走访时， 坐在炉子上的水壶咕
咕冒着热气。 龙甫林对覃春杰说道：“水慢慢升温，
总是会烧开的，日子再难，也会有开花的一天。 ”覃
春杰的丈夫因病不幸早逝，两个孩子正在上学，面
对家庭重担，她一时变得手足无措起来。 得知覃春
杰以前在集镇开过早点铺子， 龙甫林劝她在自己
家里经营农家乐，并不遗余力为她帮忙宣传，为农
家乐介绍客源。 如今，农家乐小有名气，越来越多
的顾客慕名而来。

龙甫林在全力以赴工作的同时， 忍受着高血
压、糖尿病等病痛的折磨。 他开玩笑说，人难免有
三病两痛，其实自己的命都是“捡来的”。

2017 年 9 月 25 日， 平利县遭受罕见的强降
雨，冯家梁村更是严重的受灾区，咆哮的洪水裹挟

着泥沙而来。 龙甫林和村干部一起迅速组织危险
滑坡地带的村民转移。 在完成村民疏散撤离的折
返途中，突然遭遇巨大洪流，驾车的龙甫林和同在
车里的村主任秦金林刚跳下车逃生， 车子瞬时就
被卷走了。 事后，龙甫林说：“党员干部要始终冲锋
在前， 越是危难险重的关头， 越是接受考验的时
刻！ ”

钱昌维：“南征北战”三个村

2 月 21 日，平利县经科局派驻大贵镇嘉峪寺
村第一书记钱昌维刚踏进办公室， 手机铃声就响
了起来。 电话那头，是西河镇段家河村的村民储大
妈。

“钱书记，最近还好吧？ 其实没啥事情，现在村
上的干部对我也很好，但我就是最相信你，想打电
话和你说说话，感觉心里很舒坦。 ”储大妈的声音
里透着亲切与信任。

钱昌维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 2016 年，那时他
刚被派驻到段家河村。 在走访中，他第一次见到了
储大妈。 她住在一间陈旧的房子里，院坝里满是鸡
屎，屋内墙壁发黑，裂缝中透进一线光，冷风不时
钻进来。储大妈唉声叹气地诉说着家里的困境。钱
昌维看在眼里，心里不是滋味。

为了让储大妈重拾生活的信心， 钱昌维经常
去她家宽慰她，承诺包销她家的土鸡蛋，并约定她
攒够 100 个鸡蛋就打电话给他。 这样，买鸡蛋成了
钱昌维常去看望储大妈的理由。 不管工作多忙，只
要储大妈打来电话，钱昌维总是第一时间赶到，兑
现承诺。 后来， 钱昌维又帮助她家完成了房屋改
造。 如今，储大妈家的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家庭
面貌焕然一新，她脸上也重新绽放出了笑容。

除了储大妈， 钱昌维还与段家河村的熊家洪
保持着密切联系。

熊家洪早年在外务工时遭遇意外， 左腿高位
截肢，左手也严重受伤。 凭着顽强的毅力，他最终
走出了阴影，开始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钱昌
维在走访时看到， 熊家洪蹲在地里， 一手撑着地
面，一手用自制的农具除草松土。 他把三分多的菜
园打理得井井有条，嫩绿的茎叶、肥硕的块根、饱
满的浆果，样样长势喜人。

钱昌维始终把熊家洪记在心上， 经常与他交
流。2017 年下半年，熊家洪搬进了交通便利的安置
点，告别了老家附近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 更让熊
家洪高兴的是，钱昌维通过努力协调，帮他装上了
假肢。 熊家洪逢人便说：“多亏钱书记帮忙，我才能
重新‘站’起来！ ”如今，熊家洪的日子越过越顺，钱
昌维也打心眼里为他高兴。

2018 年 3 月，钱昌维离开段家河村，悄悄“转
战”到大贵镇淑河村。 尽管如此，不少村民还是知
道了消息， 纷纷给他塞上土特产。 钱昌维一一推
辞，实在推不掉的，他便悄悄留下现金，算是买下。
2022 年 3 月，钱昌维又从淑河村“转战”到同镇的
嘉峪寺村。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头戏”，也是难啃
的“硬骨头”。

有着丰富经济工作经验的钱昌维， 在驻村过
程中始终锚定“村有主导产业，户有致富门路，人
有一技之长” 的目标， 高度重视产业的培育和发
展。

淑河村曾是深度贫困村， 由 3 个自然村合并
而成，山大人稀、交通不便，村民信心不足，发展产
业困难重重。 钱昌维与镇村干部一道， 构建起了
“支部+合作社+基地+贫困农户” 的产业模式，确
立了 “4 个 500”产业发展目标 ，即种植 500 亩魔
芋、发展 500 亩茶叶、喂养 500 桶蜜蜂 、养殖 500
头猪。 同时，为了方便群众生产生活，钱昌维争取
资金支持，新修公路、油返砂路 8.4 公里，连户路、
河堤路 1.6 公里，河堤 2.66 公里，新建和维修桥梁
5 座。

如今， 钱昌维帮扶的段家河村村民汪先友养
了 100 只羊，品种优良，销路不愁；淑河村村民韩
纪红养殖了 100 多箱蜜蜂，这些“精灵”给他带来
了“甜蜜”的好日子。

嘉峪寺村凭借光照充足、 土壤气温适宜的优
势，出产的皱皮柑个儿大、果肉柔软、酸甜可口，具
有生津化食、止咳化痰的功效。 然而，丰收时节，果
农王武弟却望着满树的果子发起了愁。 如果不及
时销售，一年的努力就会白费。 钱昌维拍视频发朋
友圈，发动亲朋好友购买，最终王武弟 4 亩的皱皮
柑销售一空，收入 3 万多元。

钱昌维在一篇感悟文章中写道：“每一次的行
走和记录，总能把自己的心境带入宁静的小山村。
那里有熟悉的面孔， 有山涧溪流和蜿蜒盘旋的村
道，眼前的一切都给我带来无限的快乐和遐想，让
我记忆犹新，更加坚定信心、秉力前行！ ”

十年风雨，十年坚守。
辛华、 龙甫林、 钱昌维不仅改变了乡村的面

貌，让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更在村民心中种
下了希望与信任的种子。 他们，是村民们心中永远
的“自家人”。 他们的故事，正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
缩影，体现了为民服务的初心与使命。 在这条追梦
的路上，他们将继续前行，为乡村的美好未来而奋
斗。

从从高高校校到到乡乡村村，，辛辛华华实实现现角角色色转转变变

钱钱昌昌维维查查看看皱皱皮皮柑柑果果园园管管护护情情况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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