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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２０25 年 4 月 17 日 责编 郑运祥 校对 滕静 组版 张玲

四月的秦巴山区，草木葱茏，峰峦叠翠，一派生机勃勃的
景象。

正值春茶采摘季，平利县老县镇蒋家坪村连绵的茶园沿
山势起伏，茶香弥漫。 茶农指尖轻舞，嫩芽簌簌入篓，游客络
绎不绝。 凤凰茶山山腰上，“因茶致富、因茶兴业”的标语格外
醒目。

5 年前，也是春意盎然的时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老县镇
考察，先后走进锦屏社区、锦屏社区工厂、老县镇中心卫生
院、老县镇中心小学、蒋家坪村凤凰茶山，亲切慰问易地搬迁
群众，详细询问生活、收入、就医、教育、产业等情况。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关怀和殷殷嘱托，老县镇干部

群众壮大特色产业、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美丽家园，向着更加
幸福安康的新生活奋斗。

如今的老县镇，茶产业方兴未艾，教育、医疗水平持续改
善，搬迁群众生活更加美好。 茶园里悠扬婉转的茶歌声、操场
上整齐洪亮的口号声、社区里此起彼伏的欢笑声，在绿水青
山间回荡。

产业兴 人气旺
“绿叶”变“金叶”

4 月 1 日中午， 蒋家坪村党群活动中心前的走廊上排起
长队，平利县女娲凤凰茶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竹秦林正忙着
收购刚刚采摘的鲜叶。 一旁的游客中心内，绿茶、红茶、绞股
蓝等各色茶品琳琅满目。

“最多的时候一天有 150 人上山采茶。 有些熟练工一天
就能挣两三百元。 ”竹秦林说。

这段时间，茶农刘永兰经常天还没亮就来到茶山上。 她
和姐妹们腰挎茶篓，十指翻飞，娴熟地一捏一提，鲜嫩的茶芽
便滑入篓中。

“这几年村里的茶叶打响了名号，乡亲们也跟着受益。 不
采茶的时候，我们就管护茶园，一年能有 1 万多元的收入，这
在过去可不敢想。 ”望着茶篓内堆满的嫩芽，刘永兰喜上眉
梢。

蒋家坪村种茶制茶历史悠久， 但早年间由于管理粗放、
技术落后等原因，当地茶产业发展一度乏力。 标准化建设、规
模化发展、品牌化打造……一套“组合拳”打出，为蒋家坪村
茶产业发展带来了春风。

“我们对老旧茶园进行了升级改造， 为茶农传授科学管
护技术，智能化灌溉、病虫害监测、气象预报等系统也应用上
了，茶叶产量和质量都有显著提升。 ”蒋家坪村党支部书记寇
清新说，每年最先上市的女娲银峰能卖到 2000 元一公斤，还

经常供不应求。 村里茶园面积增加至 2700 亩， 通过土地流
转、鲜叶收购、劳务用工等模式带动 200 余户村民增收。

去年，蒋家坪村改建了一座占地 500 平方米的茶叶加工
厂，建成绿茶和红茶 2 条生产线，进一步提升茶叶利用率和
加工能力。 延长夏秋茶产业链后，该村实现了从“春茶一季”
向“四时有收”转变，茶产业年产值超过 600 万元。

小小一片茶叶，成就一个产业，富了一方百姓。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

展之路，因茶致富、因茶兴业。 5 年来，乡亲们铆足了干劲，腰
包鼓起来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寇清新说，去年，蒋家坪村
集体收入突破 53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 1.6 万元，片片绿
叶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金叶”。

茶山变景区，茶香引客来。 2024 年，蒋家坪村跻身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全年接待游客 20 万人次，茶文旅融合的路
子越走越宽。

依托千亩观光茶园、千年古茶树等景观，蒋家坪村加快
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培育“茶旅+民宿”“茶旅+研学”“茶旅+
康养”等多元业态，体验茶园观光、茶叶品鉴、茶事劳作、茶艺
观赏的游客纷至沓来。

“漫步在茶园里，品一杯春茶，春日时光悠闲又惬意。 这
里的茶叶口感好，我准备多买一些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 ”
游客赵兴科说。

乘着茶旅融合的东风，不少游子重回大山怀抱，在乡村
全面振兴的舞台上“大展拳脚”。

返乡青年罗永远的农家乐改造提升后，能容纳 300 人同
时就餐，地道的陕南特色菜深受游客青睐。 稍有闲暇，他就拍
摄云雾缭绕的茶山、忙碌的茶农、青瓦白墙的农舍，通过短视
频展现乡村美景和风土人情。

“这就是我的家乡， 人勤景美茶更香， 欢迎大家常来做
客。 ”罗永远向网友们发出邀请。

在外打拼多年的余治东回乡成立了凤凰生态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流转了 300 余亩土地发展稻渔综合种养，带动 80
余名村民人均年增收 5000 元。

“村里的人气越来越旺。 我打算将稻田打造成田园综合
体，再流转几间闲置房屋开办体验式民宿，让更多游客来蒋
家坪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 ”余治东信心满满。

稳得住 能致富
乐业又安居

春日清晨，秦巴山区薄雾笼罩。 锦屏社区居民汪显平早
早起床，在自家菜园里忙活起来，绿油油的蔬菜长势喜人。 几
步之外，一排排白墙黛瓦的楼房整齐排列，楼下是整洁的街
道和绿树掩映的小广场。

锦屏社区是老县镇规模最大、 搬迁群众最多的安置社
区。 2016 年， 汪显平一家从 10 公里外的万福山村搬到这里
时，心里很是忐忑。

“住上楼房是好事，可往后靠什么生活？ ”慢慢地，这个问
题有了答案：他在镇供电所有了一份稳定工作，妻子胡德莲
在社区当保洁员，老家还种植了 5 亩茶园，家庭年收入超过 5
万元。

“工作生活两不误，好日子才刚开始。 ”汪显平说，现在他
清晨照料菜园，白天在供电所上班，晚上沿着社区遛弯，平时
帮街坊邻居修修家电，生活幸福而充实。

与汪显平一家一样，1346 户搬迁群众告别了 “一方水土
养不活一方人”的深山，在锦屏社区开启了新生活。 以毛绒玩
具制造、电子元器件加工为主的社区工厂蓬勃兴起，拓宽了
群众家门口的就业路。

走进三秦电子加工厂，车间内一片忙碌景象。 厂长孙自
立正手把手教新员工绕线圈。 “很多人刚来时连机器都不敢
碰，现在成了熟练工。 有的两口子一起在厂里上班，成了‘双
职工’。 ”孙自立说，工厂和多家企业签订了长期订单，形成了
就业岗位增多、产值提升、工人收入提高的良性循环。

生产线上，35 岁的女工刘松义正麻利地对一批电子元器
件进行质检。 “月收入有 3000 元，下班后就能接在社区上幼
儿园的孩子回家，生活安心又舒心。 ”刘松义说。

2020 年 4 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老县镇锦屏社区考察，
对当地“山上兴产业，山下建社区，社区办工厂”的发展思路
给予肯定，为社区持续做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指明了方
向。

近年来，锦屏社区先后引进电子元件、毛绒玩具、手套加
工等新社区工厂 5 家，提供就业岗位 300 余个，人均月收入
超 2500 元。 社区还通过技能培训、公益岗位等方式，让搬迁
群众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傍晚，锦屏社区广场上热闹了起来。 居民们跳舞、下棋、
闲聊，各得其乐。

“社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宽敞的活动场地， 还贴心地购
置了服装、乐器等设备，大伙儿排练起来劲头十足。 ”锦屏社
区文化专干王明亮指着即将竣工的社区大舞台说，“等灯光
设备安装好，文艺表演就能在这儿办，一定会更热闹。 ”

锦屏社区党支部书记江慧丽介绍，近年来，社区实施“十
小工程”：农具共享的“小库房”解决搬迁群众生产难题，技能
培训“小课堂”助力就业增收，分配到户的“小菜园”留住乡愁
记忆……社区还配套建设了党群活动室、文化驿站、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定期举办文艺表演、技能竞赛、家风评
比等活动，不断提升搬迁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从“安居”到“乐居”，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的热情更
高了。

63 岁的刘治琴在社区工厂务工之余，获得了自己的新身
份———社区网格员。

“每天下班后，我都要在负责的楼栋转转。 谁家老人需要
买药，谁家孩子放学没人接，我都记在心里，帮助他们解决。 ”
刘治琴说，虽然忙点，但能帮助到街坊邻居，她觉得很有意
义。

天色渐晚，广场上的音乐声渐渐停歇。 路灯下，居民们三
三两两结伴回家，尽享家人团聚、灯火可亲的幸福。

上好学 有“医”靠
生活更幸福

弓步翻掌遒劲有力，马步砸拳喊声震天。 4 月 1 日上午，
在老县镇中心小学操场上，200 多名学生练起武术操，一招一
式有板有眼，朝气与活力扑面而来。

这套名为《梦想起航》的大课间武术操不仅成了老县镇
中心小学一张亮丽名片，还登上了安康市第十七届运动会和
陕西省武林功夫大会的舞台。 更令老县镇中心小学校长吴锦
鹏振奋的是，前不久，学校被命名为全省第二批“武术特色学
校”。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构建‘普及+特长+

特色’以武育人模式，开设武术课、组织武术社团、组建专业
队伍参加武术类竞赛，强健孩子们的体魄，培养他们坚韧不
拔的品格和克服困难的勇气。 ”吴锦鹏说。

“左掌为文，右拳为武；文上武下，以礼会友，五湖四海皆
为朋友。 ”这是学校专职武术老师王立豪给武术社团学生上
的第一课。

两年前，刚满 22 岁的王立豪接过“接力棒”，担任老县镇
中心小学武术社团老师。 他将武术礼仪、武德教育融入日常
教学中，丰富长拳、南拳、太极拳等内容，课程深受学生们喜
爱。

“武术教育让孩子们练起来、动起来，身体更加强壮，精
气神也更足了。 ”王立豪说，今年，他将带领学校武术队参加
安康市第十八届运动会的比赛，以武会友，展示风采。

强身健体的同时，老县镇中心小学还通过红色美育在孩
子们心中播撒发现美、创造美的种子。

《春日蒋家坪茶山》《红领巾小农场丰收了》 ……在老县
镇中心小学的走廊里，随处可见孩子们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
的作品。 “这些都是孩子们发现生活中的美后创作的，带有浓
郁的地方特色。 ”学校国画社团老师王彬说，这几年，20 多名
学生的国画作品获得了国家级奖项， 还到北京参加了展览，
带着梦想“飞”出了大山。

更好的教育、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是人民群众的
热切期望，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

走进老县镇中心卫生院，院区干净整洁，临床和功能检
查科室一应俱全。 近年来，老县镇中心卫生院不断完善基础
设施，加强人才培养，为乡镇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
卫生服务。

“加入平利县医共体后， 县医院定期派专家来卫生院坐
诊，开展技术指导和远程影像诊断，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专家服务，不用来回跑了。 ”老县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郑传
文说。

病房里，太山庙村 4 组村民柯善春在接受治疗。 说起这
几年卫生院的变化，她深有感触：“之前做彩超得到县上或者
市里，现在常见病镇上就能治，报销比例还高，省钱又省时
间。 ”

新建 1500 平方米的住院综合楼，添置了彩超、除颤仪、
救护车等诊疗设备，充实专业技术人员……老县镇中心卫生
院变得更加现代、智慧，诊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不变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医者初心。
如今，71 岁高龄的老中医余贻德仍坚持每天坐诊， 一边

为患者治疗，一边指导年轻医生。 “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我要
继续发挥余热， 弘扬中医文化， 让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多群
众。 ”余贻德坚定地说。

蒋家坪村党支部书记 寇清新

这几年，蒋家坪村通过新建、改造，茶园面积超过
2700 亩，“党支部+企业+农户” 的模式带动周边 200
多户农户在茶产业链上增收。 村里的基础设施越来越
完善 ，群众增收渠道越来越广 、精神面貌越来越
好 。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持走茶
旅、农旅融合发展之路 ，提升茶叶品质 ，做强茶叶品
牌，拓宽销售渠道；大力发展民宿集群，打造农业观光
园，丰富文旅业态，让绿水青山一步步变成群众致富
的金山银山。

（陕西日报记者 董剑南 整理）

陕西日报记者 董剑南 齐珂雨
安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 俊 张 韩
平利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 力

我的心里话

当春风再次拂过老县镇， 记者踏入这片生机勃勃的土
地，一张张灿烂的笑脸见证着群众可感、可知、可及的幸福。

茶山上，茶农忙着抢采春茶，游客穿梭其间打卡留影。目
睹这热闹非凡的景象，蒋家坪村村民的脸上绽放出质朴而满
足的笑容。 大家惊喜地发现，5 年来， 老县镇无边光景一时
新，自家茶园风光旖旎，吸引众多游客前来。 从卖茶叶到“卖
风景”，蒋家坪村走出一条茶旅融合新路子，实现生态效益与
经济效益“双丰收”，发展成果不断惠及群众。

面对采访，锦屏社区三秦电子加工厂的女工刘松义笑得
憨厚可爱：“出门有公交，社区里有工作，孩子读书、老人看病
都方便……这样的生活我很满足。 ”随着一家家社区工厂在

锦屏社区扎根，许多像刘松义一样的搬迁群众实现了“乐业
安居”，生活蒸蒸日上。

教育与医疗，关乎民生福祉。 老县镇中心小学是一所山
区学校，近年来，师资力量增强，办学条件有了大幅提升。 在
良好环境的滋养下，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脸上洋溢
的笑容愈发灿烂，精气神越来越足。与此同时，老县镇中心卫
生院不断改造升级，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
服务，群众获得感满满。

好山好水好风光，新容新貌新气象。 老县镇的群众正沐
浴着春日的阳光， 在奔向美好新生活的道路上一路高歌，意
气风发。

奔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齐珂雨

记者手记

乐业才能安居。解决好就业问题，才能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逐步能致富，防止返贫。易地搬迁群众来自四面八方，加强社区建设
很重要。 基层党组织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把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抓好，求真务实，让人民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习近平

平利县老县镇：青山绿水间 阔步幸福路

航航拍拍平平利利县县老老县县镇镇蒋蒋家家坪坪村村凤凤凰凰茶茶山山（（44 月月 99 日日拍拍摄摄）） 赵赵晓晓罡罡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