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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淼：

帮扶有力度 群众有温度
通讯员 叶柏成

情系平利 以业传美
通讯员 何娟 王友黎

覃丕国

张淼

“有责任、有信心将自己的事业好好发
展下去，做好一名‘美’的传播者！ ”作为平
利县雅轩酒店餐饮服务公司和蓝天旅游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 平利县青年创业
协会副会长、 平利志愿者联合会副会长的
张淼，尽管每天都十分忙碌，但只要谈起自
己的事业，却依然干劲十足，始终是满满的
精气神。

1999 年 ，18 岁的张淼中专毕业后 ，在
金融部门工作五年， 日复一日地安逸生活
让她感到是在消磨时光，她鼓起勇气辞职。
随后，她尝试过会计和服装生意，多年打拼
也挣了些钱。

在 2010 年的夏季，来自外地的朋友们
造访平利，他们兴高采烈地游览山水、品尝
当地的山珍美食。 每当朋友们一次又一次
地对平利的山清水秀和美味佳肴表示惊叹
时，她便灵光一现：外地的原生态旅游正蓬
勃发展， 而我们平利人却让如此美好的青
山绿水和优质的自然旅游资源白白闲置，
这难道不是一种遗憾吗？ 作为平利人，我有
责任推介家乡美景美食，吸引游客。 这不仅
能创业， 还能帮助群众增收， 促进经济发
展，是多赢的好事。

决定后，她迅速行动，2011 年 10 月，平
利首家旅行社———蓝天旅行社成立。 作为
旅游行业新手，初期经营困难，她经历了不
少亏损和泪水。 她逐渐明白，仅凭热情和执
着无法做好旅游业，必须迅速成为“行家里
手”。 她开始每天上网课，阅读专业书籍，学

习旅游知识和技巧。为了
快速适应， 她亲自带团，
熟悉旅游的每个环节和
细节。

功夫不负有心人 。
2015 年， 她成立了自己
的旅游公司，加盟了旅游
百事通。她带领团队利用
旅行社的平台优势，不断
宣传推荐，各个景点的知
名度和游客量持续增长，
不少景点还成为很多外
地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游客有了，怎么让游
客们有更好的旅游体验
又成了她思考的重点。她
主动和当地的土特产生
产企业和特色民宿联系，
让外地游客在欣赏平利
美景的同时，还能方便快
捷地购买到平利自产的
土特产。 她还联合“茶叶
一条街”的企业主，把外
地游客带到茶叶加工厂，
让他们亲自感受采茶、制

茶、泡茶、品茶的系列工艺，让游客在参与
互动中留下来、住下来。

近年来， 平利县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和
服务体系建设虽取得了质的飞跃，但“白天
看景，晚上走人”的困境尤为明显。 如何做
好做强平利县域的生态旅游， 身为县政协
委员的张淼， 通过深入调研， 广泛征求意
见，先后提交了《把“过路客”变为“过夜客”
的建议》《如何推进生态旅游业一体化发展
的建议》，得到了相关部门有效采纳并制定
多项措施，通过共同努力，让平利的夜晚渐
渐“亮”了起来、人气渐渐“聚”了起来、商气
渐渐“浓”了起来。

张淼不仅传播山水风物美， 也带动善
行义举美。 多年来，张淼无论再忙，始终挤
出时间积极投身扶贫济困、 奉献爱心等一
系列公益活动中，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弘扬
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
用“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动
了身边的人。 在旅行公司和酒店大厅，她都
设有便利的休息室，提供免费饮水、充电等
供外卖员，老人小孩歇脚用。 目前，她带领
团队累计捐款现金 10 万余元，发放温暖包
300 余个，价值 15 万余元，开展的传统文化
进校园活动，惠及学生及家长万余人。 她个
人志愿服务时长达 900 余小时， 先后荣获
安康市巾帼建功标兵、 安康市优秀创业青
年、平利县先进政协委员、平利县优秀志愿
者等荣誉称号。

5 月的白河，青山如黛，绿
意蓬勃。 乘车沿着县城二级路
走进位于构朳镇凉水村的百
福园花园，眼前骤然铺开一幅
色彩斑斓的画卷。 牵牛花如彩
色小喇叭般昂首，小雏菊似亭
亭玉立舞者般轻盈，格桑花如
雪域仙子般干净素雅，群芳争
艳间，将乡村田园的质朴与浪
漫诠释淋漓尽致。 草坪野餐、
放风筝，露天营地等娱乐项目
吸引了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本人最爱喝“碧水晨毫”，无论是毛尖还是
红茶，都已经几年了，每年清明节前后，我都要
带着我的亲朋好友去叨扰“碧水晨毫”的负责
人李定均几次。 今年 4 月，我又带了在我校培
训茶艺师的团队一行 26 人到 “碧水晨毫茶旅
有限公司”去体验学习。 从采茶、选茶、炒茶、揉
茶等多个环节，最后品尝到自己在师傅指导下
做好的茶叶。 每次去李定均的茶山、车间，都要
给他增添不少麻烦。 尤其是到茶山上观光、采
风， 学习了解种植茶树的间距、 行距要求，除
草、施肥的季节及注意事项，都要听他讲解介
绍。

这里的毛尖茶，是“碧水晨毫”绿茶中的佼
佼者， 以其细嫩的芽尖和独特的品质特征，赢
得了无数茶友的喜爱与赞誉。 优质的毛尖茶，
更是茶中极品，其色、香、味、形俱佳，令人赞叹
不已。 其外观：翠绿挺秀，毫尖尽显，令人一见
倾心。 干茶条索细紧圆直，满披白毫，如同初春
的嫩柳， 每一根茶芽都显得饱满而富有活力，
彰显出制茶工艺的精湛与原料的优质，这是其
一。 其二，香气清新鲜灵，芬芳四溢。 开汤之后，

优质毛尖茶的香气便迅速弥漫开来，清新而高
雅， 其香气兼具花果之香与新出的草木气息，
仿佛能瞬间将人带入山清水秀的茶园之中。 香
气持久而不失细腻， 随着茶汤温度的降低，香
气愈发醇厚，令人心旷神怡。 其三，汤色清澈明
亮，绿中透黄。 这种独特的汤色不仅美观，更是
茶叶品质优良的体现。 汤色纯净无杂质，给人
以清新脱俗之感。 其四，滋味鲜爽甘醇，回味悠
长。 优质毛尖茶的溢味是其灵魂所在。 入口之
初，便能感受到茶汤的鲜爽与甘醇，仿佛有一
股清泉在口腔中流淌。 随着茶汤在舌尖的滚
动，滋味逐渐丰富起来，既有淡淡的甜味，又带
有一丝清苦，持久而深远，令人难以忘怀 。 其
五，叶底嫩绿匀整，柔软鲜活。 观察泡过的茶叶
底， 优质毛尖茶的叶底呈现出嫩绿匀整的状
态，叶片柔软而鲜活，如同初生的绿叶，充满生
机。 叶底的色泽与质地进一步证明了茶叶的新
鲜与优质。 其六，综合品质高，是自然与匠心的
完美融合。 优质毛尖不仅具备上述各项优异品
质， 更在整体上展现出自然与匠心的完美融
合。 从茶园的管理到采摘的时机，从制茶的工

艺到储存的条件， 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确
保了茶叶品质的卓越与稳定。 饮用优质毛尖是
味蕾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人在繁
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与惬意。

碧水晨毫的毛尖和全国大部分优质毛尖
有相似之处，优质毛尖茶以其独特的品质特征
和卓越的口感体验，成为茶中的精品。 无论是
自饮还是馈赠亲友，都是上佳之选，在品味优
质毛尖茶的同时，我们也在品味着大自然的恩
赐与人类的智慧结晶。

在宁静的午后，冲泡一壶毛尖茶，温润之
后，开始正式的冲泡。 再次注入适量热水，注意
控制水流的力度和速度， 以免破坏条叶的嫩
芽。 随着热水的注入，茶叶在水中翻转、升高，
逐渐释放出流动的香气。 待茶汤色泽变得澈绿
明亮，香气四溢时，即可将茶汤均匀地分入各
个小怀中。 举杯轻嗅，毛尖茶的香气清新高雅，
仿佛能瞬间驱散心中的烦恼。 小口品尝，茶汤
入口鲜爽，溢味酿厚，回味甘甜，每一口都像是
在品味春天与宁静，让人陶醉其中。

碧水晨毫，毫香纯正品自高。

恰逢周末，我们直奔汉滨区谭坝镇，远离
城市喧嚣，拥抱田园静谧。 终于来到这个慕名
已久的地方，走进绿意盎然的谭坝，放眼望去，
保存完好的传统古村落依山傍水， 格局自然，
天人合一，极为融洽。

身处谭坝， 连山风都浸透着野花的清香，
这个藏在巴山汉水褶皱里的小镇，用最原始的
农耕智慧守护着季节的韵律。 春耕夏耘，秋收
冬藏，谭坝人依然遵循着立春开犁，谷雨封坛，
晒秋，社火等传统，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和土
地上勤劳智慧的人民，让春天在茶芽的舒展和
山歌的转调里， 慢悠悠地长成岁月该有的样
子。

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农人已踩着露水走
向田垄。 铁犁划开赭色土地时翻起的新泥，散
发出泥土香气。 山坡上的茶树、春芽树抽出翡
翠般的新绿枝芽，村民的竹篓里渐渐堆起春天
的馈赠。 挎着竹篓的采茶女踏歌而行，歌声清
越嘹亮，惊起几只云雀。 老茶农用粗陶碗冲泡
的明前茶，茶雾中氤氲出淡绿的烟霞。 最妙是
暮色初临时，当夕阳将马头墙的剪影投在青石
板上，镇西的酒坊里飘出醉人的浓香，东头的
油坊传来木榨机的声响，乡村的炊烟在母亲一
声回家吃饭的呼唤中香飘人间。 晚风掠过古戏
台的飞檐，檐角铜铃的叮当声里，仿佛还回荡

着汉调二黄的袅袅余韵。 这方山水既带着秦巴
山地的粗犷，又透着江南水乡的婉约，在时光
的褶皱里成了醉人的陈酿。

步入这个被好多人拍过、写过的 “国家级
传统村落”，才知道，古村落属集中连片保护利
用规划中的东部秦巴风情区。 这里有前河、马
河两个国家级传统村落、 陕西首座慈安桥、研
学实践教育基地、传统工匠培训基地、山货苑、
接待中心； 这里有竹编传承人篾匠陈善金、木
匠郑时根、瓦匠程远裕、砌匠方行平、泥匠邱学
俭。 目前，村内遗留有喻家院子、王家院子、陈
家院子等众多古建筑，是保存比较完好的整体
村落，村落除集市部分建筑依路而建 ，大部分
传统民居依山而建、临水而居，分散布置在山
脚田间，山间云雾缭绕，山、水、人和谐融洽。

如今这里已是传统村落的示范点，陈列着
年代久远的纺车、石磨、酒坊、煤油灯、二八大
杠……小村落成了周边城市很多游客探寻乡
愁的网红打卡地。 因为这些历经风霜的老物
件，裹着历史的风尘，沐浴着人间的烟火气，有
着时代的印记， 是一代代人无法忘却的记忆，
像一杯浓烈火辣的老酒， 一碗底蕴醇厚的老
汤，承载着太多的回忆和情感。 这些不仅仅是
物品，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通过这些老物件，见证时代的飞速发展。 煤

油灯照亮历史，现代科技照亮未来。 谭坝镇在稳
定粮油生产的同时，积极引导发展烤烟、中药材、
经济林果园管护和畜牧生产开发、农旅游融合发
展等特色产业。 高质量发展也催生了新业态，道
德讲堂、工匠培训基地、摄影基地、电商带货基
地、直播平台、书屋、百姓大舞台、科普小课堂、茶
吧等相继布局运营，还有让人垂涎欲滴，齿颊留
香的安家寨古法腊肉和青翠欲滴、飘香四野的安
沟生态茶园， 不仅提升了整个村子的颜值和内
涵，成为群众身边的精神加油站，还为新老村民
提供了更多休闲好去处。

谭坝不仅有美丽的山水风光，有前卫的现
代科技，更有古老的农耕文明，充分展现了这
里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的繁荣发展。 历史和
现代的完美融合， 让时光有了交叠的共鸣，为
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注入精神
能量。

谭坝山美水美，更是冒着热气的乡村振兴
画卷。 走进谭坝镇，在泥土的芬芳中享受春日
的暖阳，欣赏美景，感受回归自然的乐趣，体会
谭坝人发展建设的艰辛与成就。 谭坝，承载着
历史的积淀，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一
个和美的谭坝正在腾飞，一个更加美丽的谭坝
正在崛起。

今年已年过半百的覃丕国， 中等身材，
已参加工作 24 年。尽管年纪已不轻，但下乡
入户时，他走路依然风风火火，毫不逊色于
年轻人。 在工作中始终认真负责，从不马虎
应付。

覃丕国现任紫阳县麻柳镇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服务中心副主任。 在此之前，覃丕国
在巩固衔接办工作近四年，除了肩负着办公
室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外，还承担着
帮扶麻柳村的工作任务。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他主动作为，经常
深入到自己包联的麻柳村脱贫户和监测户
家中，主动与脱贫户和监测户对接，逐户制
定帮扶措施，因户施策。始终把守底线，促振
兴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指导各项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为该村老百姓办实事、解难
题。先后帮扶发展低改茶园 1500 亩、大豆玉
米复合种植 450 亩， 新建饮水工程 1 处，解
决了全组 69 户 280 余人一直为生活用水愁
盼的后顾之忧。

他同该村村干部积极带领村民修建麻
柳村到火车站硬化公路 1.34 公里， 解决了
群众出行难。 在修建公路过程中，最开始老

百姓对修建进站路项目
不支持，不理解。 覃丕国
利用周末休息时间 ，苦
口婆心挨家挨户做群众
的思想工作， 争取老百
姓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
经过他的不断努力 ，最
终达成共识。

他在包联麻柳村走
访时得知王方寿家中只
有两位 60 岁以上的老
人。 持续降雨， 二老住
房 院 坝 地 基 下 沉 ， 覃
丕 国 冒 着 大 雨 赶 到 王
方 寿 家 中 ， 劝 说 老 人
撤离， 两位老人不愿意
撤离。 覃丕国阐述了不
撤离的潜在危险， 使老
人 意 识 到 危 险 迫 在 眉
睫，在他的引导下，老人
迅速安全地转移。 同时，
他将该户实际困难上报
给镇级，在 2022 年落实

了住房改造。
覃丕国早年任镇扶贫办副主任时，工作

任劳任怨，舍小家顾大家。 当时他的妻子因
患有腰部骨质增生，压迫神经，生活自理能
力都无法保障。 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因此而
放下工作，依然坚守岗位。白天，他全身心投
入到扶贫办的各项繁杂事务中，晚上，在结
束一天忙碌的工作后，他才匆匆赶回家中照
顾妻子，尽管疲惫不堪，却从未有过一句怨
言。 在帮扶发展产业途中，覃丕国由于过度
疲劳而昏迷。 稍作恢复后，他不顾医生和同
事的劝阻， 毅然决然地再次投身到工作中，
继续为村民们的致富之路奔波忙碌。

收获写满奋斗的足迹，汗水浇灌荣誉的
亮丽，成绩串起闪烁的轨迹。覃丕国 2013 年
至 2016 年连续四年被县畜牧兽医局评为畜
牧兽医工作先进个人；2014 年被毛坝镇授
予 2014 年度践行 “五个一” 好干部荣誉称
号；2015 年被紫阳县委评为“践行‘五个一’
好干部” 荣誉称号；2016 年至 2018 年连续
三年被毛坝镇授予脱贫攻坚先进个人；2024
年被紫阳县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
号。

石 泉 深 处 有 好 茶
谢守毅

谭 坝 古 韵 新 章
杜韦慰

百
花
盛
开
迎
客
来

周
骁

庙庙山山寨寨景景区区 董董兴兴鑫鑫 摄摄

百百福福园园花花园园 周周骁骁 摄摄凉凉水水竹竹园园 董董兴兴鑫鑫 摄摄

百百福福园园花花园园小小雏雏菊菊绽绽放放 周周骁骁 摄摄

格格桑桑花花 周周骁骁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