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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地处秦岭深处，花草丰茂，气候宜人，
自古有养殖土蜂的传统。商洛土蜂蜜营养丰
富，滋补美味，常常有人四处求购。在科技的
发展下，商洛土蜂蜜插上电商的翅膀，从养蜂
基地飞往全国各地，展现独特的甜美魅力。

说起卖蜂蜜，孙文杰是当之无愧的行
家里手。孙文杰今年 40岁，从事电商行业
7 年有余，主打产品为商洛土蜂蜜。2015
年，孙文杰参加商州区政府农村淘宝培
训，当时他是一名设计师，老师精彩的授
课深深吸引了他。“我就下定决心，要做淘
宝卖货！”说干就干，他迅速开了一家淘宝
店，主要售卖土蜂蜜、核桃、木耳、豆腐干
等商洛农特产，仅仅一年时间，他将店铺
做到了 3颗钻石，销售额达 10万元。

把好产品质量关，诚信经营客源广。
一次，孙文杰发现收购的蜂蜜质量不过
关，且是整整两箱，他果断将这两箱蜂蜜
扔到了垃圾堆！他决定自己养蜜蜂。他
买来数本书籍，在网上观看视频，向养蜂
前辈请教，他把蜂蜜抹在竹篮里，只身前
往密林深处，收进野蜂开始养殖，一度发
展到 300 多箱。质量关有了保障，他的电
商事业也开始蒸蒸日上。

如今的孙文杰已成功转型为一名专业
的电商人，他将养蜂基地交给亲戚打理，自

己一心一意做好电商运营。2021年，他销售了 5000 多斤蜂蜜，销往
西安、北京、江苏、新疆等地。他在“秦子风蜜”抖音账号发布自己与蜜
蜂的短视频，已经涨粉至 1.6万。短视频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孙文杰与
蜂蜜的故事，吸引了更多的人了解、关注、购买商洛土蜂蜜。

“我购买了视频拍摄、抖音运营等书籍和课程，准备在直播带货
方面下功夫。同时也希望商洛整体的电商市场越来越好，让商洛农
特产品销得更俏。”孙文杰已为新的一年定下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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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程章华格外忙。作为小组长，他每隔
一天就要去参与村上的疫情防控，一个班值勤 24
小时，结束后他顾不上休息，抽空平整后院，忙着
改建停车场，为来年的生意做准备。

今年 42 岁的程章华是柞水县营盘镇朱家湾
村人，他早已不再是靠天吃饭的农民了，而是乘着
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的东风，成了朱家湾村比较早
办农家乐的人，吃上了乡村旅游的红利。

走进程章华的农家乐小院，一栋白墙灰瓦
的四层小楼古朴大气，门前摆放着各式盆栽，
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屋内陈设简单却干净整
洁。程章华介绍，一楼是餐厅，三楼和四楼是

住 宿 ，日 接 待 就 餐 能 力 约 100 人 ，住 宿 20 人 。
“以前哪能想到有现在这好日子，只要勤快，不
出门就能挣钱，差不多一年收入十万元不成问
题。”程章华对现在能拥有这般光景感到由衷
的高兴。

程章华说，每年 5 月份至 10 份是乡村旅游的
红火时段，来的游客络绎不绝，也是他和妻子一年
中最忙碌的时候。他们每天五六点就起床，洗菜、
备菜、打扫卫生，等忙完一天的活，经常到了晚上
十一二点休息，夏季如果有顾客烧烤，忙到凌晨两
三点是常事。

“生意最好时一个月就能挣两三万元。虽然

忙一天下来人很累，但心里踏实高兴。”程章华说，
妻子在前厅招待，他在后厨掌勺，两人配合默契，
诚信待人，农家乐生意一直很不错。

2021 年夏季，我市多地遇到多雨天气，游客
的减少让农家乐营收比往年稍有下降。但是，程
章华没有灰心，而是积极的想办法提升自己的厨
艺和农家乐的服务能力。

年末岁首，程章华对经营农家乐有自己的想
法和规划，他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农家乐生意要
好，一是靠美味的菜品，二是靠诚信经营。遇上了
好时代，我们努力克服暂时的困难，只要人勤劳，
我相信日子会一年比一年好。”

乡村旅游火乡村旅游火 人勤日子旺人勤日子旺
记者 王 倩

这几天，丁锁子的妻子忙得不可开交。打扫
卫生、购买年货、蒸馍炸馃子……“今年我家年货
都是我买的，多亏了今年烟叶收成好，所以自己想
吃的都会多买一点。”丁锁子的妻子边挑选年货边
开心地说。

今年 50 多岁的丁锁子是洛南县三要镇北司村
的党支部书记，作为一名种植烤烟十几年的老烟农，
他凭着一身干劲和一手好技术，在种植烤烟奔小康
的路上越走越远，一家人的生活也是蒸蒸日上。“今
年的烟叶厚实，油分足、厚薄适中，是烟叶大丰收的
一年！”丁锁子乐呵呵地说道。

丁锁子从 2007 年就流转了十几亩土地种植烤
烟，每一年都在扩大种植面积。2013 年牵头成立了
洛南县隆丰烤烟专业合作社，2021 年丁锁子还投入
23 多万元，在种植烤烟空闲时间，修建了 10 座集约
化智能烘烤炉，并硬化了烘烤炉的周围环境。

2021 年，丁锁子将种植规模一次性扩大到 45
亩。“一家人根本忙不过来，需要请人帮忙，每人每
天 60 块钱。从栽烟苗开始，每天至少要五六个人
干活，一直干到收烟结束。”丁锁子说。从 3 月份
烤烟地的集中整葺到下苗种植，他每天都要认
真查看土壤和烟叶生长情况，像呵护自己的孩
子一样，呵护着一棵棵烟苗。2021 年 7 月 22

日深夜，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丁锁子一家人的心
提到了嗓子眼，天还没亮，他就披上衣服赶往烤烟
地。“还好前几天已经收了两茬烟叶，损失不是很
大 。”看 着 被 雨 水 浸 泡 的 烟 田 ，丁 锁 子 长 出 一 口
气。看着烟叶一天天地长大，丁锁子也一
点点放下心来。

2021 年 11 月 ，丁 锁 子
家 45 亩 烟 叶 通 过 智
能 化 的 烤 烟 棚 全
部 烘 烤 完 毕 ，

看着一车车黄灿灿的烟叶交售烟站，丁锁子的心
情无比开心。“今年种植的烤烟收入 26 万多元，
2022 年，我要把种植面积扩大到 50 多亩。”丁锁
子自信地说。

烟田忙又忙 种出新生活
记者 王江波

“村里搞起了光伏发电，给70多个困难户每户一年分
红1200元，这下村民们都有了油盐酱醋钱了。”1月23日，
山阳县高坝店镇牛家坪村党支部书记唐庆安高兴地说。

在牛家坪村小学的屋顶上，一排排光伏发电板在阳
光下像一面面镜子，发着耀眼的光芒，成为村里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2018 年，唐庆安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上任伊
始，他就想方设法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当年 8月，他利
用村小学、原双坪镇政府和移民搬迁房等屋顶建光伏发
电，吸收村里 73 户贫困户入股 81.5 万元，于当年底建成
4000 多平方米的光伏发电设施，并通过调试并网发电。
2019年底，光伏发电收入 16万元，给村里 73户贫困户分
红 9.8 万多元，让乡亲们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后
因光伏发电政策调整，县扶贫投资公司给 73户群众退回
了股金，光伏发电成为村集体经济实体，但承担的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职能不变。

朱怀富家有3口人，生活困难，家里没有产业项目。有
了光伏发电后，给他家每年分红1200元。同时，朱怀富种植
苍术5亩，预计两年后可实现收入5万元。

2020年，牛家坪村光伏发电项目为群众分红 9万元，
80%用于开发公益岗位，作为保洁员工资，村集体结余 1
万元用于村子公益事业。2021年县扶贫投资公司给分红
12万元，80%用于公益岗位，设立光伏公益岗。

说到新一年打算，唐庆安说：“在新的一年，继续把光
伏发电管理好，为群众增加收益。同时，要把集体经济持
续做大做强。做好产业结构调整，把一些没有效益的地腾
出来，扩大苍术等中药材种植面积，最大限度促进群众增
收。继续做好劳务，增加群众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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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渐冷，茶树已经停止生长进入休眠期。1
月 19日，商南县试马镇百鸡村监委会主任陈绪华请
来 1 个工人，把买来的木柴码好，给 3 月份以后百鸡
茶厂要进行的炒茶工序做储备。

陈绪华今年 45 岁，以前在浙江台州东港前进化
工有限公司质量部工作，在外务工 20 多年后返乡，
在村“两委”换届中，被吸纳进了村班子。作为村“两
委”致富带头人，他个人承包了百鸡茶厂，平时村上
工作干得好，自己的产业也做得好。

百鸡茶厂又名太新茶叶专业合作社，是陈绪华

花了 8 万块钱从亲戚手里转接过来的茶厂，当初只
有 120多亩，设备老旧。他又通过流转等方式，从其
他村民手里接收了一些土地，将茶厂扩大到了 200
多亩，并更新了一部分修剪茶树的设备。

陈绪华经常在网上查阅资料，学习茶树科管技
术，他接手的合作社顺利运转。“2020 年是我接手茶
厂的第一年，就像做梦一样的，光给工人发工资就发
了 9.6万元。”陈绪华言语间透着喜悦。

2021年，百鸡茶厂正常运转，由于在村里上班，从防
汛到现在防疫，陈绪华没有时间对茶厂投入太多精力。

他大致统计了一下，这一年，用工112人次，各项开支15
万元多，净收入7.5万多元。茶叶供不应求，青叶和干叶
都有人要，百鸡茶厂做毛尖、炒青，去年炒茶就炒了28天。

根据 2021 年的茶叶价格进行预估，陈绪华对
2022年茶叶收入比较乐观，唯一担心的，就是缺采茶
工人。2021 年他在用工时，还专门从丹凤找了一部
分采茶工人，不仅及时兑现采茶费用，还管吃管住。

2022 年，他打算加大投入，给茶树全面上有机
肥，并在村里找合适地点建个冷库，多找脱贫户到茶
厂干活，修缮 2021年汛期垮塌的老旧厂房。

茶叶是个宝 促进群众富
记者 胡 蝶

商山大地，如诗如画，我市众多产业大户正在马不停蹄的为开春的产业发展打基础，他们深知没有现在的辛勤付
出和播种就没有将来的硕果累累。他们的春节或许就在产业基地里，带着节日的氛围，迎接春天的喜悦，忙碌开来，
涌动着满是朝气的热潮。他们都说人勤春早，发展的路上不能停歇，还得埋头干、加紧干。有了产业支撑，整个商洛
农村朝着创新美丽幸福之路迈进有了源源不断的活水。新春伊始，我们的记者采访了 6 位产业大户，听听他们的心
声，新年的打算，发展产业的计划。

“从 20 箱发展到 200 箱，今年的努力没有白
费，现在蜂箱数量稳定了，蜂种能够自给自足了，
明年的重点就是好好提高蜂蜜的产量，保底产量
5000 公斤。”1月 19日，镇安县木王镇栗扎坪村的
中华蜂养殖户黄正进看着整齐排列的蜂箱，高兴
地展望着 2022年的前景。

2021 年初，种了十多年香菇的黄正进做了一
个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养殖中华蜂。“当
时一没经验，二没技术，三没有销路。”回想起年初
自己要养殖中华蜂时，黄正进也觉得有些冒险。
2021 年 3 月，一次偶然的机会，黄正进参加了镇

上组织的中华蜂养殖培训，对养蜂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栗扎坪村靠近木王森林公园，海拔高、空气
质量好、蜜源多，非常适宜发展养蜂。下定决心
后，黄正进开始四处学习，一开始，黄正进买了 20
箱中华蜂，一边学习一边养殖，逐渐增加蜂箱数
量。“刚开始起步，蜂种主要靠买，后来养熟了之后
就自己学会分箱、培育蜂种等，也是在摸索中逐渐
扩大规模。”黄正进说。

从一开始小心翼翼怕被蜇，到如今可以轻而易
举地收拾蜂箱，黄正进完成了从门外汉到专业养殖
户的跨越，他愈发热爱养蜂事业。“不敢说养的多么

专业，但是起码养的得心应手了，知道什么时候该干
什么，有了规划和目标。”2021年夏天雨水较多，蜂
蜜产量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并未动摇黄正进养蜂的
信心。对他来说，今年主要的任务还是学习。他不
只是参加各类养蜂的培训，还参加了电商培训，如何
拍抖音，利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拍摄养蜂过程，不少
人给他留言要求购买蜂蜜。他的蜂蜜质量好、口感
佳，吸引了不少回头客，打开了线上线下的销路。“虽
然年纪大了，但是该学的样样都要学。学了这么多
新事物，对产业发展确实有帮助，不能被老旧观念所
影响，我要当一名与时俱进的蜂农。”黄正进说。

学习不止步学习不止步 养蜂奔富路养蜂奔富路
记者 白志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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