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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的四月，笔者来到山阳县杨地镇西
山脚下的金钱河畔，只见一排排大棚整齐排列，大
棚里密密麻麻地生长着羊肚菌。

村民何德福说：“这可是珍稀的食、药两用真
菌羊肚菌，鲜货一斤能卖上百元，干货每斤可卖六
七百元。我这 10 个大棚，别看占地就是上 10 亩，
也许今年能收入 30万元左右呢！”

何德福是杨地镇海螺宫村村民，前多年他在
村上牵头成立了山阳县德福权茂农牧种植养殖合
作社，带着村民发展种植天麻、丹皮、白及和养殖
蜜蜂，让村民获得了可观的收入，成了小有名气的
致富带头人。

几年前，杨地镇西山村曾经建设大棚发展红
油香椿，但由于技术和市场问题，收入不
理想。西山村通过镇党委、政府和包
扶单位牵线搭桥，联系到何德
福，协商把这些大棚出租给
他，看他有啥办法能让这
建好的大棚发挥作用。

何 德 福 通 过 外
出 考 察 学 习 ，多 次
科 学 论 证 ，联 系 到
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专 门 从 事 羊 肚
菌 生 产 研 究 的 王
坤 教 授 ，请 其 到 山
阳考察。带着试一
试的态度，何德福和
王 坤 教 授 协 商 ，以 共
同投资、利益共享、风险
共 担 的 方 式 ，利 用 这 些 大
棚发展羊肚菌。

羊肚菌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市
场上的羊肚菌价格不仅昂贵，还供不应求。

喜欢尝试、探索的何德福一开始计划在西山
村发展羊肚菌，就有好心人劝他不要冒这个险，并
举 出 周 边 多 个 在 发 展 羊 肚 菌 路 上“ 栽 跟 头 ”的 例
子。何德福认为，自己的决定是经过外出考察、学
习借鉴他人成功经验，又是经过专家论证，在教授
指导和协商的基础上作出的选择，成功的概率还
是很大。

2021年，何德福在西山村租下 10个大棚，动员 7
户村民参与羊肚菌种植。在王坤教授的指点下，何
德福亲自上阵，一丝不苟维修大棚，购置灌溉设施，

安装控温系统，
平整土地，起垄

下种，控制棚温、
湿度、光照。

遇 到 小 问 题 ，
何德福通过电话联系

或 者 视 频 连 线 王 坤 教
授。遇到大问题，王坤教授

就翻越秦岭，来到郧岭西山脚下，
现场研究解决问题。

平日里，何德福还常邀请外地羊肚菌基地的技术
人员来大棚现场指导，互相交流学习。通过科学管
理，严格控制湿度和温度，人工调整温差刺激，及时喷
灌催菇水，特别是在天气变暖、棚里温度升高的情况
下，何德福及时为大棚降温，确保了菌菇健康生长。

经过不断学习和总结经验，何德福的羊肚菌产
业越来越好。如今，放眼望去，偌大的大棚里，羊肚
菌个个生机勃勃。

在这样一个相对低海拔的地方发展羊肚菌，咋
样获得成功？

何德福说：“这正是目前王坤教授致力研究的一
个课题，就是希望通过人工调试，控制小环境，让这
个稀有的宝贝能在我们这一般的地方生长，持续增
加农民收入，使羊肚菌这珍稀东西早日满足平常百
姓的生活需要。”

何德福说：“发展羊肚菌是高投入、高科技、高
风 险 项 目 。 当 然 ，成 功 了 ，也 是 高 回 报 项 目 。 目
前，若算上大棚等各项投入，10 个大棚的种植、管
理费用达到 12 万元，仅给务工村民发放工资就有
2 万多元。”

羊肚菌种植已初获成功，大棚里的羊肚菌长势
良好，陆续进入采收期，订购的人络绎不绝。

“今年，这里的羊肚菌丰收基本上是钉钉子了！”
来自安康市一羊肚菌基地的技术员熊家富说，“第一
年种植就有这么好的收成，这说明何德福不仅管理
做得好，还说明这里环境非常适宜羊肚菌生长。”

目前，当地政府和包扶单位将通过政策引导和
联手扶持，积极通过实验发展反季羊肚菌，真正把羊
肚菌产业做大，让村民多一项致富的产业，为乡村振
兴打下坚实基础。

种下羊肚菌 踏上 致 富路
本报通讯员 王荣金

“你出生的时候，有一个地方用它的阳光、空气、水、人
声、风声、鸟语以及鸡鸣、犬吠迎接了你，这就是你进入世界
的第一站——家乡。我的家乡，在位于秦岭脚下的陕西省洛
南县……”

清澈纯净的男中音，伴随着浓郁的洛南方言，静静地给
你讲述着一段段和家乡有关的人和事，在缤纷多彩的抖音世
界里清晰地呈现出来，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质朴。

这就是洛南县返乡青年薛超最独特的一种存在方式，不
管你有没有见过他，薛超已经用自己独特的声音和乡情触碰
了这个世界，用“原乡记忆”的淳朴和温情感染了许多人。

1992 年，薛超出生在洛南县麻坪镇陈台村一个普通的
农民家庭，他的童年没有高档的玩具枪、神奇的奥特曼，但是
却有玩不尽的泥巴、小河里的鹅卵石、山坡上的美味野果，还
有来自祖辈、父辈、乡邻间的关心和呵护……这些最具浓郁
乡土气息的生活场景伴随着薛超度过了快乐的童年，也把故
乡的根与魂深深地镶嵌在薛超的记忆里。

从那时起，家、亲人、故乡、山水、草木就仿佛一条条无
形的线，牵引着薛超一天天长大，也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惦念
和牵挂。

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植根于薛超内心深处的，永远是
来自家乡故土的深情召唤。

2015 年初，23 岁的薛超经过多年打拼，在西安开了一
家服装店。由于他头脑灵活，热情好客，服装店生意一度十

分火爆。
2017 年春节前夕，薛超像往年一样赶回老家和家人

团聚。对他而言，从小到大不管在哪儿，每年春节都一定
要回家。

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的时候，薛超猛然意识到，只有回
到家乡，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自己才能找到归属感和奋斗
的方向。也就是那个时候，薛超暗下决心，一定要回馈亲人
和家乡，点燃奋斗新希望。

薛超开始尝试着和同村的伙伴一起创业，发展种植和养
殖业，销售农产品。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整天奔波于
村里到镇上再到县城、省城的路上。

2018 年，薛超的爷爷患重疾，急需转至西安的医院接受
治疗，原本祥和平静的生活一下子被打乱了。爷爷病倒了，
谁来照顾他，谁来撑起这个家？想到这些严峻的现实问题，
薛超仿佛一下子长大了，他知道现在是家人最需要自己的时
候，自己必须担起这个重担。

经过认真思考，薛超毫不犹豫地关掉在西安苦心经营多
年的店铺，也暂时放下在镇上经营的原乡记忆农产品电子商
务服务站。待爷爷出院返回家乡后，薛超回到家乡。

每一天，薛超除了村里的工作，就是端水喂药、精心照料
病中的爷爷，给奶奶按摩、讲笑话，给孩子辅导作业、制作手
工。农忙时，他下地耕种，发展生产；闲暇时，他陪伴家人，精
心做好一日三餐。

薛超除了照顾自己
的孩子，还主动把远嫁
安徽省的妹妹的女儿接
过来抚养，让妹妹安心
在外地打工。如今，外
甥女在他家已经生活了
七年，每天舅舅长舅舅
短地叫着好不亲热。看
着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的
样子，薛超心里觉得特
别踏实，也特别甜。

就这样，薛超用爱与
责任，撑起了一个大家
庭。虽然有时很累很辛
苦，但薛超觉得很值：“我
的家人，因为我的存在而
感到开心快乐，我就是他
们的主心骨、顶梁柱。”带
着这样的使命感，薛超总
觉得每天都信心满满。

如果说，当初因为孝

老爱亲而选择回到家乡，是薛
超对亲情的眷恋不舍，那么借
助互联网的强大功效，让自己化身“网红”，
大力推介宣传家乡风土人情、特色农产品，
给很多游子带去精神上的慰藉，则是薛超对
现实生活的大胆尝试和有益探索。

回乡之后的薛超除了照顾好家人之外，还联合村里的伙
伴殷明明、殷欢创办了洛南县原乡记忆农产品有限公司，主
要从事农产品销售等业务。他还在镇上设立了麻坪镇电子
商务服务站，为乡亲们代买代卖各种产品。

2018 年底，勤奋踏实的薛超在乡亲们的推选下，担任了
陈台村村委会副主任。新的职务赋予新的担当和使命，促使
他绞尽脑汁地尽快打开工作新局面。

2019 年，互联网“抖音”短视频开始盛行，薛超眼前
一 亮 ，他 意 识 到 ，这 或 许 会 是 一 个 可 以“ 折 腾 ”的 好 机
会 。 他 拿 起 手 机 ，调 整 镜 头 ，开 始 记 录 身 边 的 人 和 事 。
最开始，他只是拍些简单的生活场景，门前流淌的小河，
村 口 开 花 的 老 槐 树 ，夏 天 爷 爷 在 地 里 摘 黄 花 菜 ，冬 天 奶
奶在灶房里烧柴火……特别有生活气息的画面，被真实
细 腻 地 展 示 在 大 众 面 前 ，再 配 上 柔 美 的 背 景 音 乐 ，没 想
到 一 下 子 就 引 来 了 众 多 网 友 的 关 注 ，粉 丝 量 不 断 上 涨 ，
很多热心网友还给他留言说，看见爷爷奶奶就想起了自
己 的 爷 爷 奶 奶 ，看 到 破 旧 的 老 宅 就 想 到 了 自 己 的 老 家 ，
希望他能多拍些……

网友的支持鼓励激起了薛超创作的热情，他开始从一名
拍摄行业的“菜鸟”，慢慢成长为一个可以自己剪辑、配文、配
音的抖音“达人”。

薛超用特有的方言版表达方式，不雕饰、不做作，让原汁
原味的记忆走进很多人的心灵深处，勾起了无数网友的乡
愁。端午节习俗、中秋节团圆以及洛南雪景、核桃、豆腐干、
香菇、木耳、黄花菜……这些最具洛南地域特色的乡土元素，

伴着薛超精心编辑的短视频在网上轮番精彩呈现，不断滋润
着众多网友的心田，让他们忍不住想要走进洛南、了解洛南。

在薛超的宣传推介下，很多人通过短视频，认识了他本
人，也认识了他所带来的乡村“大世界”。有的人隔着屏幕感
知了美好，有人聆听声音化解了乡愁，有人通过电商平台品
尝到了洛南味道的农特产品。

2021 年，薛超偶然发了一组家乡人物的视频，被西安
“青春与公益同行”爱心人士看到后，他们自发筹资购买了价
值数千元的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并带着家人赶到陈台村，
为留守老人捐赠物资、奉献爱心，让老人们感受到来自社会
的温暖和关怀，也让爱心志愿者感受到秦岭山水的幽雅清净
和山里百姓的淳朴善良。

短短两年多时间，薛超开通的抖音自媒体“原乡记忆（记
录乡愁）”账号已拥有 10 多万个粉丝，其宣传家乡的视频作
品在全网累计获得 9000 多万次的播放量。在此期间，他积
极带动乡亲们养猪、养鸡、种植各类中药材，并帮助大家销售
核桃、香菇、木耳等农产品，销售金银花、天麻、苦参、猪苓等
中药材。

尽管成了名副其实的流量“网红”，但薛超却从不骄傲，
依然是阳光向上的大男孩，不舍小家的孝顺娃，一心顾着大
家的薛主任。村里老年人夸他是个好小伙，年轻人都喜欢和
他交流探讨、向他学习。看到自己成为村民信任喜爱的人，
薛超心里洋溢着满满的自豪感和幸福感。

用激情点亮青春梦想，用拼搏书写奋斗历程，不负韶华、
不负青春，这是创业青年薛超的人生诠释，也是点亮他未来
之路的灯塔。

寄情山水间 推 介 家 乡 美
——记洛南县返乡创业青年薛超

文/本报通讯员 廖娟 图/本报通讯员 李斌

近年来，镇安县西口回族镇深入
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绿水青山
的资源优势，探索“虾、蟹、稻”混养新
模式，谱写“兴产业、护生态、惠民生”
新篇章。

西口回族镇大力推进“一村一品”
“一镇一业”建设，着力打造岭沟红米
特色农产品，以“土地入股+合作社务
工”的模式，整合适合种植岭沟红米的
土地 200 多亩，邀请农业专家进行技
术指导，建成了岭沟红米生产基地，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拓宽销售
渠道，村民收入大幅提升。

程家川沿线有水田千余亩，但适
宜种植高品质岭沟红米的土地仅 200
多亩。2018 年，西口回族镇发现其余
水田在栽种岭沟红米的同时，饲养出
的小龙虾和螃蟹品质极高，随即成立
了陕西岭沟红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重点打造小龙虾、螃蟹养殖和岭沟
红米种植的特色产业，推动“虾、蟹、
稻”混养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截至目前，镇安县西口回族镇程
家川的“虾、蟹、稻”混养生态特色新产
业年收入近 1000 万元，有效带动了
当地农民就业增收，鼓起了沿线农户
的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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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上推销农产品在线上推销农产品

工人分拣小龙虾工人分拣小龙虾

村民在收获羊肚菌村民在收获羊肚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