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 亮“智 慧 灯 ”
通讯员 张辉

李晶琎：

在汉阴县城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每天清晨，总
有一个忙碌的身影早早推开图书馆的大门， 将书籍摆
放整齐，为即将到来的读者烧好热水。 她，就是汉阴县
图书馆城关镇分馆管理员李晶琎。十一载寒来暑往，这
位“80 后”图书管理员以书香为伴，用坚守与创新将这
座基层图书馆打造成了群众心中的“文化灯塔”。

2014 年，李晶琎进入汉阴县城关镇宣传文化站工
作， 刚接手城关镇图书馆时， 面临的是触目惊心的现
状，藏书不足 5000 册且多为老旧书籍，阅览室桌椅残
缺不全，日均读者不足 5 人。 面对这座“沉睡的书库”，
她骑着二手电动车， 跑遍全镇行政村和社区， 记录下
3000 多条群众需求。 果农渴望果树栽培技术手册，留
守儿童需要绘本故事， 银发族期盼养生期刊……她白
天调研走访，晚上伏案撰写改造方案，最终通过财政专
项支持对图书馆进行改造， 并新增 2000 册新书到馆，
从此激活了这个全民阅读的阵地。

李晶琎深谙，一座图书馆能激发的能量远超想象。
她定期在图书馆举办民俗节目排练、陕南民歌传习、农
民画创作等活动， 让群众在文化创作中找到心灵栖息

地。 近年来，李晶琎精心策划了“书香汉阴 悦享人生”
读书分享活动，邀请专家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导，组织党
员干部和居民群众开展“亲子共读”，累计开展活动 52
场，惠及家庭 1500 余个。在日常服务中，她尤其关注特
殊群体，依托凤台社区老年大学建立“银发读书会”，组
织退休老人开展阅读分享； 针对青少年群体， 她推动
“爱心妈妈伴读”精品路线，引导孩子们分享读书心得，
一系列创新举措让全民阅读同比增长 37%， 读者满意
度达 98.5%。

为丰富女职工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2024 年，李
晶琎发起了“玫瑰书香女职工主题阅读活动”。 根据大
家的阅读喜好和空闲时间，精心挑选分享书目，鼓励女
干部们踊跃上台，分享自己的读书故事和感悟。在她的
带动下， 女干部们报名人数从最初的 3 人发展到 17
人。活动期间，女干部们分享了在工作中给予自己启发
的书籍，讲述了从书中汲取力量战胜困难的经历，这一
活动的开展不仅丰富了女干部们的精神生活， 也增进
了彼此之间的感情交流。

在同事眼里，李晶琎不仅在业务上是一把好手，在

专业技能提升方面更是出类拔萃。 2020 年，在安康市
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数字工程业务知识技能竞赛中，
她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出色的临场发挥， 荣获第二
名的佳绩。 2024 年，在全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创新案例大赛上， 李晶琎宣传推广的 “周三邻里小剧
场” 获得三等奖， 这些荣誉不仅是对她个人能力的肯
定，更为辖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增添了动力。

作为图书馆管理员，她设计的“读书分享志愿者成
长积分制”， 将读书分享服务时长与读书惠民行动挂
钩，激发了读书爱好者的参与热情。年轻读书爱好者小
王说：“李老师教会我们的不仅是志愿服务技巧， 更是
对文化事业的热爱。 ”

寒来暑往十一载， 李晶琎的手机里存着 800 多个
读者号码，能叫出 120 多位常客的名字。在图书馆这片
文化阵地上， 李晶琎用热爱和奉献点亮一盏盏智慧之
灯，书架间的身影与书香融为一体，汇聚成推动全民阅
读的璀璨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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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梦“花 果 山 ”
通讯员 陈静华

秦绪杰：

阳春三月， 桃李芳菲， 我来到美丽的石泉县谭家湾
村。 参观完汉代鎏金铜蚕的出土地后，驱车沿着后山蜿蜒
的山道一直往上爬，不久便来到秦牧果园，这里正在举办
石泉县传统文化汉服秀活动。 此时，谭家湾梁上的果园正
在吮吸着春天的甘露，放眼望去，桃红李白，蜂飞蝶舞，远
处的山峦更显苍翠。

清晨的后山还笼着薄雾， 谭家湾村的果园里已传来
窸窣响动。 一个裤脚沾满泥土的中年男人弯腰检查着蜂
糖李和桃树的花苞，他手指轻轻摩挲着树枝，又蹲下身捏
起一撮土：“湿度刚好，但得防着倒春寒。 ”他叫秦绪杰，是
村民口中“把荒山变成金山”的秦牧果业领路人，这位来
自旬阳的汉子，2009 年来石泉开了秦氏茶坊， 经营茶叶
店，2016 年着手创建秦牧果业有限公司 ，用 16 年光阴在
异乡的土地上扎下深根。

谭家湾地处秦巴山区腹地， 是汉江支流池河上游的
一片河谷盆地。 这里北倚凤凰山，南望云雾山，美丽的池
河穿境而过，河水清冽，滋养着两岸的千亩良田，土壤富
含硒、锌等微量元素，被誉为“天然富硒带”。

在漫山遍野开满蜂糖李花和桃花的山梁上， 秦绪杰

透露，石泉招商政策好，这儿的酸性红土壤和气
候特别适合种果树。 于是，他翻遍农业杂志，最终
将目光锁定在距离旬阳百余公里的谭家湾。 彼
时， 这个秦巴山坳里的小村庄贫困发生率高达
42%， 村支书递来的统计数据刺痛了他：“年轻人
走光了，留下的老人连买化肥都要赊账。 ”

2016 年，秦绪杰抵押了打工和开茶叶店积累
的全部家当， 先后到四川和贵州等地考察果树
苗。 几个月后，他带着全部积蓄，响应石泉县政府
招商引资农产项目的号召， 来到池河镇谭家湾
村，流转荒山 1000 余亩，引进以蜂糖李为主的名
优果品，打造四季有花、四季有果的花果山，建起
集林果、药材、观光、研学、科普等多功能为一体
的农旅融合示范基地、残疾人就业基地———秦牧
果园。

“这棵大桃树可以收 280 斤果子， 一棵李子
树也可以收上一百多斤果子， 每斤蜂糖李售价 50 元，一
棵树可以收入五千多元。 去年受天干雨涝影响， 果园减
产，今年果树进入高产期，但是又遇上了倒春寒，挂果率
要受影响，果子成熟会晚一些，但是干农业就是要有一种
胸怀，要有情怀，真心喜欢才行，要担得起风险，不怕失
败。 ”秦绪杰介绍说。等六月份李子成熟时，就是满树的金
果果。

看着眼前这块几年前杂树丛生的荒坡成为 “春观花
海、夏品香李”的特色产业园，秦绪杰满满的成就感：“果
园现在常年聘请专家和村民一起管理，每年给果园施肥、
摘果子时，至少要雇用 60 多个村民 ，每人每天工钱要支
付一百多元，一天要给工人发几千元工资。 今后公司还要
打造大规模、高品质、名品牌的示范园区，进一步实现兴
林致富，等这一片山的李子形成产业化后，我们还要动员
更多的村民一起来栽种果树。 ”

“秦绪杰的果园带动了我们村的经济发展，带动我们
村近百户农户脱贫致富，村民年收入增长了两三千元。 果
园也带动了周边村庄的产业，帮助近百户村民脱贫。 现在

我们村有 50 多位残疾人在秦牧果园务工，尽管残疾人手
脚不灵光，干活拖拉滞后，秦绪杰从不嫌弃，工资一分不
少发在他们手上。 逢年过节还给不能出工的重度残疾人
送去慰问金，和他们共享果园创业成果。 ”谭家湾村支书
任宗春欣慰地说。

如今的秦牧果园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初具
规模，丰收的季节即将到来。 秦牧果园不仅引进了先进的
节水灌溉技术，使得水资源得到更加合理地利用，而且还
充分利用了石泉地区富含硒元素的土壤优势， 为果树的
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此外，秦绪杰还非常注重对
村民的培训工作，特别是林果技术方面的培训，他没有忘
记那些身体有残疾的村民， 也对他们进行了专业的技术
培训，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到果园的发展中来。 为了进
一步节约劳动力，提高效率，秦绪杰还购置了先进的果园
运输机械，大大减轻了工人
的劳动强度。 同时，为了保
证水果的新鲜度，秦绪杰新
建了冷藏保鲜库，确保水果
从田间到餐桌的品质。他还
带领村民开拓了销售渠道，
不仅通过传统的线下渠道
销售产品 ， 还紧跟时代潮
流，利用线上短视频平台创
建了农产品账号，通过方言
和山歌这种富有地方特色
的带货方式，吸引了大量粉
丝，使得产品的销售更加多
元化和个性化。

“我最感激的是石泉县
各部门和池河镇政府，以及
谭家湾村委会和村民对园
区的大力支持。园区人畜饮
水和灌溉都是镇上帮助解
决的 ，2020 和 2021 年最为

艰难，遇上干旱，镇上无偿用洒水车给我们运水，解决工
人生活用水和果园灌溉难题。 没有党的好政策，没有大家
的关心和支持，我们果园不会有今天的丰收。 ”秦绪杰感
激地说道。

秦绪杰亦怀揣着建设家乡的愿景。 他的故乡旬阳，向
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回归故里，投身创业。 如今，他已将
旬阳老家的房子改造为农家乐， 并在房后流转了 350 亩
荒山，开垦了 300 亩荒坡，建成了蜂糖李子园。 不仅实现
了果园的观光价值，还提供了一体化的食宿体验。

果园里，传统文化活动刚刚结束，花枝招展的汉服美
女和欣赏完节目的游客们一起走进果园赏花，拍照打卡。
秦绪杰站在观景台望着漫山遍野的果树， 山风吹动他早
生的华发， 他黝黑的脸上满是对未来的欣喜和期待 。

早春的平利县洛河小镇， 晨雾未散、 稍有寒
意，连绵不绝的群山间鸡鸣犬吠声此起彼伏，春意
盎然、生机勃勃。 勤劳的洛河百姓自然不会荒废早
春的时光，天不亮就开始忙碌起来……

清晨 6 点，在洛河镇三坪村一栋贴着淡黄色瓷
砖的楼房前， 一箱箱包装完毕的特级鸭蛋整整齐
齐码放着，正准备装车发货。 走进厂房，机器轰鸣，
工人们忙碌而有序地操作着。 这便是三坪村杨昌
凤和她的丈夫曾智共同打造的“鸭蛋王国”，也是
他们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起点。

时光倒回到 2014 年的冬天，48 岁的杨昌凤站
在自家院子里，望着竹筐里积压的鸭蛋发愁。 这个
土生土长的农妇从没想到， 这些灰扑扑的鸭蛋即
将开启改变她和乡亲们命运的旅程。 “那时候每天
天不亮就下地喂鸭子，就盼着能多卖点钱。 ”杨昌

凤回忆道。当年，三坪村还
是典型的留守村， 青壮年
外出务工， 留守妇女们在
家种地、带小孩，人均年收
入不足万元。

转 机 的 出 现 是 在
2015 年的春节时分 。 那
时， 已经在外面闯荡多年
的一位邻居， 带着一个重
要的信息回到了他们的家
乡。 这位邻居告诉他们：
“在大城市里，对于绿色农
产品的需求量非常巨大，
你们所生产的鸭蛋完全有
可能从大山中被带到更广
阔的市场中去。”听到这个

消息后，夫妻俩深受启发，决定尝试一下新的机会。
他们利用多年来的积蓄，扩大养殖规模，并申请了
创业贷款，开始在自家房屋旁边建设起了平利县首
个标准化的鸭蛋加工厂。 在这个加工厂里，他们开
始生产各种各样的鸭蛋产品， 包括传统的咸鸭蛋、
五香皮蛋以及具有特色的松花蛋。

随着规模的扩大，技术也成为棘手的问题。 他
们便四处拜师，从汉中到三原，带着笔记本走了 10
多个养殖基地，还购买了相关书籍钻研起来。 “记
得第一次去汉中学习时， 为学习人家的腌制配方，
我学起了刘备的‘三顾茅庐’。 ”曾智笑着展示手机
里泛黄的学习笔记， 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不同温
度、盐度对鸭蛋腌制的影响。

杨昌凤边往缸里撒着粗盐边说：“我们不用机
器搅动，全凭经验控制盐水浓度。 ”她粗糙的手指

在鸭蛋表面轻轻摩挲，像是在抚摸自己的孩子。 经
过反复试验，他们终于攻克了咸鸭蛋不流油、皮蛋
黑斑过多等技术难题。 “这里有细微裂纹的都不能
要。”杨昌凤一边解说一边演示手工初步分拣：她将
鸭蛋放在竹匾里轻轻摇晃， 听声辨位淘汰不合格
品。 这种近乎苛刻的质量追求，让曾家鸭蛋赢得了
顾客的青睐，产品远销省内多地及湖北、四川、重庆
等省市。 如今，曾家鸭蛋厂年销售鸭蛋产品 300 多
万枚，产值达 200 余万元，成为当地特色产业的标
杆。

他们不仅铺开了自己的“致富路”，还在助力当
地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上做出了“大
文章”。夫妻二人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到鸭蛋厂务工，
特别是贫困妇女和留守妇女，鸭蛋厂常年固定用工
10 人，人均年收入增长数万元，让她们在家门口就
能实现就业增收。

“我主要负责把机器选完后的鸭蛋进行封装，
每小时能挣 10 块钱，一个月工资有 3000 多元。 ”61
岁的梁德延是三坪村的脱贫户， 两个女儿出嫁在
外， 镇村的帮扶加上在曾家鸭蛋厂的劳务所得，家
庭条件逐渐好转。 像梁德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在杨昌凤和曾智的带领下，曾家鸭蛋厂不仅成为三
坪村的特色产业， 更成为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的
“火车头”，杨昌凤也被洛河镇授予“巾帼致富能手”
称号。

夕阳西下，晚霞将厂房的玻璃窗染成金色。 工
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忙碌， 围坐在院子里剥着鸭蛋，
笑声回荡在山谷间。 这些温热的鸭蛋，将继续借助
物流快递，被端上各地的餐桌，也承载着乡村振兴
的美好愿景，在秦巴山深处续写着新的传奇。

创 业“夫 妻 档 ”
通讯员 陈晨

杨昌凤：

杨昌凤

秦绪杰

李晶琎

果果园园花花开开正正盛盛

工人挑选鸭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