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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龙书：

四月，走进白河县冷水镇全家村，四周连绵起伏的群山、郁郁葱葱的林木，
构成了一幅和美的绿色乡村画卷。来到林下生态土鸡养殖基地，清脆的鸡鸣声
不绝于耳，一群群毛色光亮的鸡正在树荫下、草丛中、空地上，引吭高歌，奏出
别样的致富乐章，这片林下生态土鸡养殖基地的主人便是 63 岁的党龙书。

党龙书的前半生，与许多农村人一般，为了生计四处奔波。 他曾经外出打
工，也尝试过小规模的小本生意，尽管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富裕，却也能够勉强
维持。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外出奋斗对党龙书来说逐渐变得力不从
心。

两年前，得知冷水镇二凤山的养鸡大户王申新养鸡成功的事迹后，党龙书
被深深触动，60 多岁的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养鸡合作社， 决心在家乡开展林
下养鸡的创业之旅。

万事开头难，场地不足，资金短缺等现实问题摆在眼前，让党龙书一筹莫
展。 在冷水镇政府的大力支持帮扶下，党龙书流转了十几亩林地，建起了养鸡
场，购进 3000 只鸡苗，满心期待着收获。 天不遂人愿，由于缺乏养殖技术和养
殖经验，在 2024 年夏秋交际时遭遇了一场对于养殖户来说的严重灾害。 连绵
二十多天的秋雨降温， 使两千余只土鸡倒在这场天灾里，1 万多元打了水漂。
看着死去的鸡，党龙书满腹无奈与心疼，但他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被彻底
激发出来。

从那以后，他一有时间就朝养殖大户那里跑，虚心请教，学习养殖
必备的技术和面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应对方法。 他深知防疫和保暖对土
鸡养殖的重要性，不仅要加强防疫工作，还要了解鸡的生活习性和生
长特点。 因此，除了外出求学，他全年无休地驻扎在山中，鸡场成了他
的家。 他在这里用餐、就寝，日日夜夜与鸡群相伴。 他细致地观察鸡的
每一个生活细节，从觅食习惯到休息姿势，从生长周期到疾病防治，每
一个环节他都了如指掌。 同时，他始终保持警觉，防范各种野生动物的
侵扰，保护着他的“宝贝”鸡群。

他的散养土鸡，主要吃食便是收购的本地玉米，除了吃本地玉米
之外，鸡是在林间自由散养，它们在广阔的空间里自由追逐，觅食野
草，享受阳光，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这样的养殖方式，使得土鸡的肉
质紧实鲜美，营养丰富，蛋黄饱满橙黄，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党龙书深
知，只有给予土鸡最原生态的生长环境和最自然的饮食，才能产出最
优质的土鸡产品。 因此，他坚持让土鸡们在山间自由生长，回归最原始
的养殖方式。 他的这份坚持和努力，也逐渐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和回报，
常常有顾客慕名而来购买。 “这批肉鸡有 3000 多只，再过半个月就能
出栏，估计收入有两三万元。 ”党龙书说起这些，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
容。

养鸡技术逐渐成熟，收入也越来越可观，今年，党龙书便把在外打
工的二儿子党发坤叫了回来，父子俩一起在这片山林间奋斗。 他计划
扩大养殖基地规模，再建两个养鸡基地，建成后，这里将能同时养殖
6000 多只鸡。

“虽然累，但每天一开门就听到鸡在‘唱歌’，我就开心得不得了，它们叫得
越欢快，我的钱袋子就越鼓，干起活来也更有劲儿！ 感谢党的好政策，让咱农村
人有了致富的机会。”党龙书朴实的话语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在冷水镇这片
充满生机的土地上，党龙书和他的土鸡养殖事业，正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一道
亮丽风景线，激励着更多人在希望的田野上追逐梦想，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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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桑 养 蚕 有“丝 ” 路
通讯员 李永明

龙沛兴：

他不胖不瘦，中等身材，干练利落，七年前为了一个蚕桑梦，从遥远的汉
中来到石泉县池河镇明星村。 面对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他像一粒种子种在这
里，七年来他早出晚归，默默坚守着，常年与山峦相伴，他创业的故事在这里
开花结果，变成了丝路故里的养蚕能手，成为响当当的致富带头人和养蚕状
元。

龙沛兴是汉中市西乡县人，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七年前的一个晚上，
电视新闻正在播放石泉池河鎏金铜蚕出土的故事，他被这里悠久的养蚕历史
深深吸引住了。晚上他辗转反侧，半夜时分月明星稀，他悄悄走到客厅坐下长
久思索着。计划了自己后半生的人生棋局，决定独自到池河去养蚕。第二天拂

晓，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心里话告诉了妻子，妻子明白他的为人秉性，决定的事
情九头牛也拉不回，妻子和儿子都支持他在外创业。 他便风尘仆仆地来到了
石泉池河创业，当地政府极力帮助他协调承包地，村组干部也积极支持他在
当地兴桑养蚕，并把他当本村人一样对待。

池河养蚕历史悠久，是鎏金铜蚕的发源地，承载着重要的丝路文化，是国
内外一张丝路文化名片，也是休闲旅游的绝佳打卡地。 他迅速投入租房和租
地的事业中，大刀阔斧地开始经营，先后承包了超过三百亩的桑田。 然而，当
时承包的桑树产量低下，树种也属于低矮且劣质的淘汰品种。 他便投入资金
进行改良，选用优良桑种进行嫁接，在他的精心管护下，改良后的桑树长势喜
人，生长的桑叶叶大肉厚繁茂，是养蚕的上等饲料。 他还对山坡进行开挖深
翻，打造了一百余亩桑田，并购买当地农家肥进行土壤改良，全部栽植高产的
密秆桑园。在最初的三年里，由于管护成本高昂，蚕丝价格受到国际环境波动
的影响，时而高涨时而低迷，加之巨大的投入，一时间困难重重，压得他几乎
喘不过气来，一度感到沮丧和灰心。 此时，镇上的领导、村组干部以及善良厚
道的当地村民纷纷前来，为他加油打气，鼓励他重新振作。镇上的分管领导不
惧高温酷暑，积极为他争取贷款，并安排技术人员驻点服务，帮助解决技术难
题。 几位长期给他打工的村民主动提出工资迟发少发，支持他这个创业务实
的外乡人。 在这些鼓励和支持的人面前，他内心深受感动，又重新振作了精
神。

他从养蚕技术上寻找突破口，在蚕茧质量上下功夫，引进先进的养蚕技
术和设备，对蚕室进行标准化改造，确保蚕宝宝生长环境的温湿度适宜。他亲
自学习并传授给村民们科学的养蚕方法，从喂食桑叶的时间、数量到蚕室的
清洁消毒，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他所产出的蚕茧色泽
洁白、质地坚韧，深受加工企业的青睐。过去只养三批次蚕，现在突破六批次，
养殖达产达效。 每当春季养蚕的黄金时节来临，龙沛兴便如陀螺般终日连轴

转，忙碌不停。每年蚕作茧之际，他总是彻夜不眠，熬红了双眼，皮肤也被晒得
黝黑。 若不了解情况的人见到他，多半会误以为他只是当地一个再普通不过
的农民。 为人低调谦逊，但办事靠谱诚信，没有一点当老板的架子，无论是和
村上的干部还是村里的农民都相处得融洽。当地的不少村民说起龙沛兴这个
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夸赞几句。

目前，龙沛兴桑田的年产值已超过 1500 万元，利润突破百万元大关。 “我
们始终坚持按时支付农民的工资和土地承包费用，从不拖欠。每逢节假日，我
们还会专程探望在桑田务工的村民，并在当地民宿设宴团聚，共度佳节。 ”龙
沛兴说道。

一个人富裕并不算真正的富裕，只有带动大家一起富裕，才是龙沛兴的
奋斗目标。当地村民看到他的养蚕事业蒸蒸日上，尤其是作为一个外乡人，他
选择在这里扎根发展蚕桑产业，村民们心中都充满了敬佩之情。 当有村民想
效仿他养蚕，却缺乏相关技术和工具，龙沛兴会主动上门提供技术指导，并免
费让村民使用他的养蚕工具。若养蚕户资金紧张，他还会慷慨解囊，帮助他们
垫付资金，支持村民继续养蚕。 村子里有一位残疾人，其子女常年在外务工，
家中二十余亩的荒山因此长期处于闲置状态，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龙沛
兴见状，主动提出承包这片荒山，并承诺每年支付较高的承包费用，直接送到
残疾人家中，以减轻其外出务工子女的负担和牵挂。此外，他还主动帮助残疾
人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困难，确保其生活无忧。

在池河创业的七年里，他历经艰辛，倾注了大量心血与汗水，最终收获了
丰硕成果。 他的蚕桑产业现已发展成为明星村的经济支柱，而他也成了当地
颇具影响力的养蚕大户。 每年解决二十余名当地村民长期务工问题，为乡村
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2023 年他被评为“安康市养蚕状元”。 他的创业故事在
池河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激励着更多人回乡创业，为建设美丽富裕的新
农村贡献力量。

夕阳西下时，吃过晚饭的妇女们走出家门，聚向社区广场，有的跳舞、有
的练开腰鼓、有的在赶排后天要进城表演的节目。 当歌声、鼓声和舞蹈的旋律
弥漫在余湾社区的空气中，人们情不自禁地夸赞起了汪晓秋。

汪晓秋于 1994 年嫁入汉滨区张滩镇余湾社区，起初经营一家商店，随后
专注于抚养和教育孩子，度过了她作为家庭主妇的半生。 孩子入学后，她便跨
越了黄洋河，步入安康城，与在供电局担任司机的丈夫一同居住在城区，并在
一家商场工作。 从一名业务员逐步晋升为领班、部门经理，最终成为商场业务
经理，却因社区的一声召唤，她便放下令人羡慕的职务、待遇和条件优越的城
市生活，回到农村，重归农民。

2021 年正月，社区换届，因缺乏女性干部，张滩镇及余湾社区派人进城动
员她，社区工作人员一句“要选个好班子，让余湾改变面貌”，就让她动了心。

当年 3 月她当上监委会主任，不久又兼任了妇联主任。
正是这走村串户、家长里短的工作，让她萌生了要抓精神文明建设的想

法。 她清晰地观察到：此地紧邻安康城，为居民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赚钱途
径，大多数家庭已经实现了拥有楼房和汽车的生活水平。 然而，在物质条件得
到极大改善的同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却显得相对匮乏。 尤其是那些闲暇在家
的妇女和老人，他们往往从早到晚沉迷于麻将、闲聊，或者制造事端，导致家
庭不和、邻里纠纷频发，甚至出现暴力冲突、自残行为或干扰公共秩序的事
件。 经过深思熟虑，她决定采取行动：首先将妇女们从麻将桌和是非圈中解脱
出来。

她重展自己在服装商场唱歌跳舞、模特走秀的文艺特长，自建团队，自购
音响，自制旗帜，自任队长，在自家 50 多平方米的小院里办起了“余湾社区七
彩舞蹈队”。 她给姐妹们讲的团队目标是：让妇女们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让
余湾人的精神世界充满阳光！

刚开始，只有七八个人，她却信心满满；不到两个月，就有 20 多人加入，
她的劲头更足了。 为了正规化，她不仅在院内的水泥地面上画线定点，方便站
位，还建了微信群，发群规，发通知，也发供人练习的音乐、视频。 多数人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她在教歌教舞的同时，还教人玩手机，一教就是一两个小时。
因此，从每晚六点半开始迎接客人，直到最后一位离开，她通常需要忙碌三到
四个小时。 在此期间，她不仅提供茶水零嘴，有时甚至还要负责提供餐食。

队伍发展到 45 人时，家里的小院子挤不下了，她们搬进了社区广场。 这
时，队员有了基础，活动走上正轨，每晚用不同的曲子、不同的节奏来训练大
家，一个月就能学习四五个新节目。 同年社区举办“庆七一”文艺活动，光她们
的广场舞就表演了 13 个节目，由此一炮打响，名振张滩。 从此，镇上的元旦、
元宵、七一、国庆等节庆活动和道德模范、尊师重教等主题表彰活动，总是离
不开她们的歌舞节目。

近两年，她们在代表镇上参加汉滨区或安康市的民间文艺展演、广场舞

大赛活动中既获荣誉，又长见识，从而增强了团队的拼搏进取精神。 汪晓秋乘
势而为，挑选 15 名队员，成立了腰鼓队。 当这支“文艺轻骑兵”在本镇、本区打
出了声威，扩大了影响，便吸引了更多的社区群众。 汪晓秋为了开拓业务，满
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自费进城学习，为的是要创建“余湾社区锣鼓
队”！ 与此同时，她又学会龙舞、扇子舞等表演技艺，为的是让七彩舞蹈队的队
员们多才多艺，多向发展。

社区文艺事业在突飞猛进，汪晓秋的奉献量也在不断加大。 从初建队伍
到如今，大家学的每支歌舞都是她教的，而从网上自学到拜师学艺，常年占用
的业余时间就超过了日均两个小时，更别说今天花钱买个道具，明天垫资办
个活动了。 在社区中，她家的两辆私家车几乎无人不晓。 无论是前往镇上、进
入城区还是下乡，她的丈夫和哥哥总是一齐出动，为大家提供无偿的交通服
务。 有人问她这样做是图个啥，她的回答是：只图提升妇女素质，刷新余湾形
象！

对此，感触最深的，是队员胡晓艳和费明芝。 54 岁的胡晓艳过去是个不修
边幅、只顾家务的农家妇女，进到舞蹈队，她好像进了美育学校，在唱歌跳舞
中注重塑身美体、走姿仪态、交际礼仪，身材苗条了，服装得体了，言行文雅
了，为人处事也大方周到了，因而负责起团队的组织人事工作，成了受人尊重
的副队长。 61 岁的费明芝，过去除了做家务，就是打麻将，连智能手机都玩不
转，现在不仅会用手机拍照，还会录制视频。 每逢大小活动，她总是忙前忙后，
乐此不疲，被大伙称为“雷锋式的好队员”！

汉滨区文联派驻余湾社区第一书记张玉龙说：“汪晓秋不遗余力地带舞
蹈队、建腰鼓队、组织文化活动、推广群众文艺，不仅培育了热爱文艺、热心公
益、向上向善的广大妇女，关键是为余湾社区净化社会风气、刷新文明形象做
出了显著贡献！ ”

不 负 山 乡 好 光 景
通讯员 李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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