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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禚振西，女，汉族，1938 年 5 月生，山东高密人，中共党

员，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她
竭尽毕生精力发掘、研究和发展耀州窑，让沉睡在地下 1400
余年的耀瓷重新绽放异彩。1998 年退休后，她依然坚守在
耀州窑博物馆继续着考古研究工作，以择一事终一生的精
神，生动诠释了一位文物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她主持考古
发掘的耀州窑遗址，荣获全国首届田野考古奖，被列入 20 世
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和“陕西省十大考古发现”，她成为首
位获得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希尔金奖”的华人学者。

米脂县高西沟村党支部“四任班子三代人”，发扬愚公精

神、牢记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村党员群众征山治水、改造家
园，把一个环境恶劣的穷山沟治理成了山清水秀、村美人富
的“陕北小江南”，走出了一条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之路，被誉为“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板”。
高西沟村先后获得“全国大寨式先进典型”、“全国文明村
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称号，村党支部被评为“全国
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省委号召，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和各行各业要向“三秦
楷 模 ”张 淑 珍 、禚 振 西 同 志 和 米 脂 县 高 西 沟 村 党 支 部 学
习。学习他们对党忠诚、坚守信念的政治本色，始终保持
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初心初衷和应有定力，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诚实践者；
学习他们心怀理想、胸怀家国的高尚情怀，把个人理想追
求融入祖国发展的伟大事业当中，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融入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当中；学习他们解放思想、勇
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始终敢为人先、敢想敢闯敢干，越是艰
险越向前，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勇当排头兵；学习他们心
系群众、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干一
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在平凡岗位作出不平凡业绩，用
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

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心怀“国之
大者”，加强组织领导，精心安排部署，认真开展向“三秦楷
模”张淑珍、禚振西同志和米脂县高西沟村党支部学习活
动。要把学习活动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
会精神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宣传省第十四次党代
会精神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三秦楷模”的示范引领作用，形
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激励全省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只争朝夕往前赶，持之以恒加油干，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再接再厉，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上接1版）
说干就干，这年春天，张淑珍购回 10 公斤茶籽种在了二

道河苗圃，不久便冒出了嫩绿的茶苗。梅光华也借到安康开
会之机，用樟木箱子带回 200 株茶苗，让张淑珍栽在林业站
院内，虽经精心呵护，却无一成活。张淑珍点种的茶苗，第二
年移栽到县城西岗后，也全部死亡，就连她按照茶叶栽培学
记载的技术，再次育成的茶苗移栽后也重演了上年的场景。
1964 年，她又在捉马沟移栽了 700 株茶苗，年底又全部死
亡。连续折腾了两三年，均以失败告终，这让张淑珍陷入了
无尽的苦闷之中。

苦闷、挫败，失望有多大，期望就有多强烈。她整日整夜
地翻阅资料，寻找破解之方。史料文献记载，茶树喜欢温暖
湿润气候，适宜于南纬 16度至北纬 30°之间生长，年降水量
在 1000 毫米以上。而商南县位于北纬 33°以北，年降水量
800毫米左右。商南不产茶，好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定论。

北纬 33°，真的难以逾越？科学的精神是探索，茶叶栽
培学术的基本界定同样需要探索与创新，现实的挑战激起了
张淑珍的斗志。

茶苗的生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她从头开始复盘，结合
专业知识和权威资料，梳理了商南的土壤、水分等环境条件
与江南的地域差异，考虑了林业普查时的每一个细节，和同
学林业的丈夫反复讨论，焦永才提醒换个思路搞直播，一下
子拨开了她心中的迷茫，就拿定主意直播种茶。

1967 年，张淑珍悄无声息地在二道河苗圃整理了二分
地，点种茶籽后长出了绿茵茵的茶苗。就在她似乎看到满山
葱绿的时候，“文革”一把火烧掉了她的专业书籍和文稿，多
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面对失败和打击，张淑珍口无怨言、心无怨恨，每天早起
晚归，到苗圃与工人一起除草、松土、施肥，记录茶苗生长的
温度、湿度、光照资料，一次退堂鼓都没有打过。她说自己心
里认定的事情，没有看到结果就不会认输。

即使在政治挂帅的年月，张淑珍的种茶依然得到了县委
领导的肯定，时任县委书记宋建勋，这位毕业于抗日军政大
学的老延安，就曾坚定地对张淑珍说：“种茶是好事，我支
持。”每次张淑珍找他，无论工作多忙，都要先听完她的汇报，
这更加坚定了张淑珍种茶的信心。

1970 年，张淑珍到浙江绍兴参观考察，看到人们在荒
山上种茶、收茶，集体因茶而富裕起来，给群众盖了楼房办
了食堂，这让她羡慕不已。这一年春天，她请来外地茶农
指导，从自己封育的 133 平方米苗圃中，终于采摘炒制出
了 1.9 公斤绿茶，分装了 38 小包，一包一两，送到了县级领
导和茶商手中。

茶色清澈，绿意弥漫，茶叶在杯中根根直立，翠嫩欲滴。
轻轻吹开热气，轻抿一口，沁人心脾的清香立刻从舌尖向胸
腔扩散开来。当张淑珍第一次喝到自己亲手种植的绿茶时，
那一抹茶香的滋味，竟让她终生难忘，一下子点亮了她还山
以绿、富民以茶的人生梦想。这年春，她就在茶坊的荒坡上
规划开出了一亩地的茶园，将 50 公斤的茶籽点种进了这片
寄托希望的泥土里，使茶坊告别了有名无茶的历史。第二
年，又迫不及待地在清泉等地推行直播数百亩。

南茶北移富万家

每一个辗转难眠的夜晚，张淑珍都在思索这样一个问
题：如何还山以绿、致富以民？商南县曾是油桐、生漆的适产
区，但油桐大多散种于天然藤蔓之中，树种老化严重，漆树品
种单一，无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富民效益。茶树是保护水土
的先锋林种，经过 4 年的直播抚育虽然成功了，可到底能不
能适合大面积推广，张淑珍内心承受的压力山大。

1972 年，全国茶叶种植现场会在湖南桃江县召开，会议
落实了毛主席视察安徽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时所作的“以后
在山坡上多多开辟茶园”的指示。张淑珍和丈夫都参加了现
场会，看到桃江县依茶致富的先进典型后，两人激动不已。
会议表明发展茶业毋庸置疑，可在粮食紧缺的年代，如何动
员山区群众一起扩大种茶面积，让他们认可种茶致富，可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怕啥来啥，张淑珍从湖南参观回来，就发现有 300 亩
直播茶苗被铲平种上了庄稼，她心疼地直喊可惜，可不理
解的群众对她说：“可惜啥，茶叶又不能当饭吃。”对此，张
淑珍暗下决心：茶饭茶饭，一定要证明茶叶不仅能当饭吃，
还能当钱花。

这一年，张淑珍将参观浙江、湖南的学习经验，以及直
播成功、产茶 1.9 公斤的资料，汇集形成近 5 万字的《南茶
北移可行性报告》送到了商南县委。县委书记宋建勋以落
实毛泽东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精神，主持召开了
商南县第一次茶叶生产会议，在全县掀起了群众性发展直
播茶树的热潮。

这年冬天，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张淑珍担心下雪天包片
的村子可能无人上山，可当她赶到时，眼前的一幕让她冰冷
的身体倍感温暖：远处山头上，一群人站立在飘舞的雪花中，
整齐地穿戴者蓑衣，拿着农具等待技术人员的规划指导。她
连忙上前组织大家开挖茶田，这一年，上万农民挥舞着手中
的锄头，以张淑珍为主的农技人员走在农民队伍的前面，测
试土壤成分、规划茶园片区、指导农民播种茶籽。一冬忙罢，
她满手都是冻裂的血口子，换来的是当年种植成功 2000 亩，
到 1976年，商南县的茶园面积达到 2.7万多亩。

1975年，她创办的茶坊茶场首次向国家上交了 500公斤
商品茶，从此，商南结束了无茶的历史，正式步入产茶县的行
列。张淑珍以敢为人先的精神，用事实将茶叶产地由南向北
推移了 200 多公里，从而改写了延续数千年的茶叶栽培历
史，她用北纬 33°线上的茶绿移动了太阳。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就在商南茶业发展刚有起色
的时候，1979年农田责任到户，许多农民偷偷毁茶种粮，张淑
珍当即向县委、县政府建议，采取行政措施阻止住了人为毁
茶的灾难。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人为毁茶阻止住了，可播种

的茶园茶苗出现了大面积枯萎、死亡，全县茶园面积一下子
减少到 6000 多亩，许多地方出现了“插花生、插花死”的问
题。看到那么多农民的心血要白流，张淑珍心急如焚，她又
夜以继日地查阅资料，跑到西北植研所请专家，四处奔波取
土样、测酸碱度。一次从龙王尖取样遇雨，她用外衣包住土
质样品和记录，自己被淋得浑身透湿。

在西北大学、植研所专家的指导下，经过比对，张淑珍发
现了土壤因素是茶树死亡的主要因素。商南的土石山区土
质构成有“鸡窝子”特征，一道梁、一面坡上的土壤厚度和品
质不尽相同，不适宜整坡连片大规模种植，而应当宜茶则茶，
宜林则林。比对再次证明商南茶叶的适生条件和南方差异
不大，当地的小气候更适宜茶叶生长。病症找到了，她当即
带领全站科技人员分片包干，对不同地带茶园土质进行调
查、化验、对比、分析，最终发现茶树是嫌钙植物，土壤含石灰
量过大就不能种茶，为《茶叶栽培学》填补了重要内容。此
后，她在全县推行“因地制宜、宜茶则茶、宜林则林、林茶相
伴”的种植模式，指导成立茶场 50 多个，还亲自担任茶叶丰
产园技术试验课题组长，对茶坊、十里铺、王家楼等重点茶场
推行五项丰产措施，到 1977年，茶叶亩产便由 50公斤左右提
高到了 270 多公斤，最终造就了中国西部最北端优质茶区。
历经 15 年的艰苦打拼，张淑珍描绘的“还山以绿、致富以民”
的画卷终于铺展在丹江南北。

1979年，张淑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那一刻，
她心潮澎湃，自 1956 年第一次写入党申请书，23 年间先后
13次递交入党申请，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和追求。铿锵有
力的誓词，从此烙印般地刻在了她的心底。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我这一辈子只做成了一件事，幸运的是职业就是爱好，
专业成了职业，组织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就得把茶叶
做出个样子来。”张淑珍谦卑地说。

产品好不等于有销路。在中国庞大的茶产业中，商南茶
像一个襁褓中的婴儿，预示着无限希望，更需要精心呵护，帮
助发展成长。如何打开销路，让茶叶真正变成“金叶子”，成
了张淑珍眼前的又一道难题。

1984 年，商洛地区供销社收购了 5000 公斤商南茶叶，
到 11 月还积压在库中。茶叶价格走低，茶农挣不到钱，很多
人开始打起了退堂鼓，这一切让张淑珍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恰在这时，国务院下发文件，将茶叶单渠道经营转变为
多渠道经营。张淑珍立即找到供销社主任，折价回购了积压
的 5000 公斤茶叶，她亲自带着站里的职工，用报纸卷装成
筒，走街串巷卖茶，两个星期就全部卖出，除了上缴 600 元税
金外，净赚 5000 多元。在这次卖茶的经历中，张淑珍明白
了，“南茶北移”要成功，商南茶业要发展，要强县富民，产供
销一体化是必经之路。

制茶工艺落后，体制机制不活，茶叶种植分散经营无法
适应大市场的波动，为了帮助茶农解决茶叶销售难题，1985
年 3月，张淑珍联合全县 36家乡、村茶场，成立了商南县茶叶
联营公司，她自任经理，接着又动员茶叶站的同事一起扔掉

“铁饭碗”，下海经营，自负盈亏，此时已 48 岁的张淑珍被丈
夫戏称为“商南茶业的拼命三郎”。

自主经营的时光里，张淑珍和茶农们一起扎进茶园里，
风雨无阻，从播种到采收、炒制到包装，她全程参与其中。春
茶上市的时段，她更是连夜与茶农们赶采加工，天刚擦亮，她
已用摩托车给县城运回两三趟茶叶了。制茶杀青是道重要
环节，关键在把控锅温，每到一个茶场，她都手测锅温示范操
作，一季下来，双手结下了厚厚的茧痂。

第二年四月，张淑珍像往常一样跟职工李先发去县城运
茶叶。连日降雨，崎岖的山路泥泞不堪，摩托车行驶中陷进
了泥坑，张淑珍跳下后座去推车，由于全身用力，推出摩托车
的瞬间没有站稳，一头栽进了泥坑中。她爬起来抹了一把满
脸的泥泞，自嘲地说：“真是端上了泥饭碗。”

茶叶联营公司成立后，解除了茶农的后顾之忧，不再担
心请不到茶叶生产技术员了，不再担心设备添置与更新问题
了，不再担心茶叶卖不掉了。到 1995年，10年间联营公司的
茶场面积由 0.6 万亩发展到了 4.7 万亩，茶叶产量由 1 万多公
斤，增加到 40 多万公斤，产值达到 2000 多万元，公司资产也
积累到 500多万元。

张淑珍深知品牌是产品的命脉，没有名茶上市，就很难
夺得市场份额。早在 1980 年，张淑珍一上任县茶业站站
长，就从绿茶制作入手，抽调技术人员，手把手传授农民工
采摘、摊晾、揉炒的技术，将一大批农民培养成了茶农。同
时，培养了一批制作技师，开始试制名茶。经过无数次反复
试验，在加工出大众产品珍眉、炒青等春茶外，终于试制出
了高档茶品——“商南泉茗”。1986 年，“商南泉茗”在陕西
省农业科技研究中心正式命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专
家教授聚集一堂，共同品鉴，一致做出了“回味悠长，甘甜香
浓，汤色明亮”的好评，“商南泉茗”被列为省优产品，时任中
国茶叶研究所所长陈启坤题词：“茶香溢商洛，泉茗先为
佳。”1992 年，“商南泉茗”荣获全国茶叶最高奖项“陆羽杯”
奖，被评为中国西部名茶。这让张淑珍备受鼓舞，此后，她
又带领科研人员开发研制出了名品商南仙茗。为了变商南
茶一季采制为三季采制，让茶农的收入一成变三成，她又引
进制成了半发酵系列名茶“铁观音”和“乌龙茶”。2002 年
联营公司开始流转土地，发展无性系良种茶园，2010 年后
陆续成立茶叶公司，大面积的流转山坡和农田，建成了 2 个
万亩连片茶园和千亩以上的无性系茶园，使全县茶叶走向
了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为民务茶不言老

商南茶出名了，商南的茶山一片翠绿，可为这片土地编
织绿衣的张淑珍，人生却遭遇挫折、走入低谷。

1989 年，52 岁的张淑珍罹患癌症，这个打击让她顿感晴
天霹雳。自己的目标还未实现，还有好多计划正待实施，怎
么可能就要倒下？思考良久，张淑珍决定手术。只有尽快解
决这个问题，自己才能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为百姓务茶的事业
中去。在西安一个月的治疗时间不算长，但张淑珍却是度日
如年。各种化疗和药物让她痛苦不堪，这期间她魂牵梦萦的
却还是茶园的建设推进工作。

视茶业比家业重，待茶农比儿女亲。1991 年 4 月初，张
淑珍在进行完第二轮治疗后，不顾医生要卧床静养的嘱咐，
回到商南第二天，就让人搀扶着赶往十里铺、茶坊等茶园查
看春茶的采制工作。茶农们一听张淑珍回来了，连忙围了上
去。看到她面色蜡黄，昔日干练的短发已消失无踪，蓝灰圆
帽下，眉毛也掉光了，一位茶农掩面落泪，不忍地说：“大姐，
你受苦了，你为我们真是把命都不要了。”

张淑珍只是笑笑，她踱步在茶丛之间，轻抚着那一片片
刚刚探头的稚嫩茶尖，在阳光的照耀下，那些叶子像镶了一
层金边般好看，置身茶山，张淑珍觉得格外满足，觉得病痛似
乎都减轻了许多。病魔可以夺走一个人的生命，但它毁灭不
了一个人的信念，击垮不了一个人的精神。回到茶山，张淑
珍感觉自己就像满山的绿茶一样充满生机。

可意想不到的灾难接踵而至，1994 年 5 月下旬，张淑珍
还在化疗期间，细心照顾她的焦永才却被确诊肝癌晚期，79
天后就溘然辞世。弥留之际，这位灵魂伴侣紧紧握着张淑珍
的手，用最后的力气对她耳语：“不要放弃种茶……”

丈夫的离世带走了张淑珍最大的精神依靠，但她却没有
倒下。在她心里，她要为了丈夫最后那一句话而好好活着，
她和同事们用茶树枝条制作了一个特大的绿色花圈，把丈夫
送上了青青茶山。在结束化疗后的 20 年里，她带着自己的
初心、丈夫的嘱托和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又走上了为商南茶
叶事业奉献的工作岗位，结茶为伴，以茶为生，一直挥写着茶
业人生的传奇。

种茶制茶是一门手艺，需要不断地钻研提高。为了
提高商南茶的品质，她多次委派技术人员到福建、安徽学
习乌龙茶、白茶的栽培技术，在试马镇建立无性系大棚育
苗基地，大大地提高了茶叶产业化水平。商南乌龙研制
上市之后，张淑珍已经 70 岁了，可为了适应市场的多种
需求，特别是为了给中老年人研制一种保健类茶，她再次
带人到泾阳学习茯茶制作技术，经过 7 年的研制，2010 年
上市后，远销上海、广东等地，特别受中老年消费者的好
评，2015 年她被评为“全国老有所为先进典型人物”。为
了提升茶叶的制作工艺，她将几十年来研制的商南泉茗、
仙茗、双山白茶、商南乌龙、商南茯茶的制作工艺整理成
册，加快茶叶技术的传承推广。在她的推动下，商南茶推
出了绿茶、红茶、白茶、黑茶、乌龙茶五大类多个品种。全
县共建茶园 25.5 万亩，其中丰产茶园 16 万亩，可采摘茶
园 20 万亩，无性系良种茶园 6 万亩，有机认证茶园 3.2 万
亩，年产茶叶 8000 吨，产值达 12 亿元，现有省级茶叶龙
头企业 4 家，市级龙头企业 4 家，茶叶专业合作社 90 个，
茶叶初制加工厂 200 多个，茶叶种植大户 6200 户，遍布
全县 10 个镇办 108 个行政村 12 个社区，实现了“人均一
亩茶”，人均增收 5000 元，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的
产业化发展格局。茶产业已成为商南县产业脱贫的支柱
产业、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茶以人红，人以茶名，文化是茶品的灵魂。“有好茶喝、会
喝好茶，是一种清福。”可张淑珍把这种清福又用在了培养和
传播商南的茶文化上，年过八旬也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

1998 年 重 阳 节 ，张 淑 珍 在 公 司 举 办 了 以 茶 会 友 的
节 庆 活 动 ，邀 请 在 商 南 、支 持 商 南 茶 叶 发 展 的 60 多 位
老 同 志 ，品 茶 赏 菊 ，开 启 了 以 茶 传 道 的 茶 事 文 化 活 动 。
2000 年 5 月 ，经 她 提 议 ，县 委 、县 政 府 批 准 并 组 织 举 办
了 商 南 历 史 上 的 首 次 茶 叶 节 ，这 在 商 洛 、在 陕 西 也 是 第
一 次 以 茶 叶 命 名 的 节 庆 活 动 ，从 此 开 启 了 商 南 的 文 化
节 庆 经 济 。 2003 年 ，她 率 先 在 茶 叶 联 营 公 司 组 建 了 商

洛 第 一 支 茶 艺 表 演 队 。 2006 年 ，第 二 届 旅 游 茶 叶 节 在
商 南 高 中 举 行 ，央 视 七 套“ 乡 村 世 界 栏 目 ”走 上 节 庆 舞
台 ，商 南 茶 道 、茶 艺 表 演 首 次 走 进 央 视 镜 头 。 她 还 以 茶
叶 联 营 公 司 为 龙 头 ，配 合 县 委 、县 政 府 建 起 了 陕 西 第 一
条 茶 艺 文 化 街 ，以“ 南 茶 北 移 ”第 一 园 茶 坊 500 亩 茶 园
为 依 托 ，开 发 泉 茗 旅 游 度 假 村 ，开 启 了 商 南 茶 园 生 态 旅
游 的 先 河 。 2012 年 4 月 ，公 司 茶 艺 表 演 队 荣 获 中 国·陕
西（商 洛）茶 叶 节 茶 道 、茶 艺 表 演 一 等 奖 ，她 在 精 解 茶
艺 四 要 的 基 础 上 ，整 理 完 善 了 两 套 不 同 版 本 的 茶 艺 解
说 词 ，成 为 开 发 商 南 茶 文 化 时 尚 的“ 达 人 ”，思 路 新 潮
的 年 轻 人 都 直 喊 追 不 上 。

一心许党报国恩

张 淑 珍 的 人 生 跨 越 了 两 个 社 会 、两 个 世 纪 ，经 历 过
太多的困苦。她 1937 年出生在河南太康县，一岁离父，
母 亲 带 着 兄 妹 4 人 逃 荒 要 饭 ，吃 糠 咽 菜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党 和 政 府 培 养 她 成 为 大 学 生 。 她 常 说 自 己 是 农 民
娃 ，250 户 农 家 的 收 入 才 能 供 给 一 个 大 学 生 ，一 定 要 报
答 农 民 的 养 育 之 恩 ，上 大 学 一 心 报 考 了 农 学 院 ，学 林 业
就要扎根山区多做奉献。上大学期间两次患病，都是学
校 免 费 给 做 的 手 术 ，她 说 ：“ 我 的 生 命 是 党 和 政 府 救 的 ，
就要懂得许党报国。”

张淑珍的工作简历非常简单，每次填表栏只能填一两
行，岗位名称数次变化，可实际上是一个单位。六十年代的
大学生是稀缺人才，她到商南后，一直在林业站工作，连续 17
年没升工资，17年宿办合一，可以说是睁开眼睛就上班。

张淑珍属牛，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在商南，
人们对张淑珍有三个尊称：张站长、张姨、张奶奶。她的职
务很小，名气却非常大，荣誉多的有一笸篮。当了 24 年的
业务干部，担任林业站长 36 年，仍是业务干部，2003 年 66
岁成为科级；1985 年为了解决茶农茶叶销售难，她自任茶
叶联营公司经理，一干就是 31 年，直到 2016 年 79 岁才解
鞍松套。面对很多优厚待遇，她断然拒绝跳槽之机。早在
1965 年，妹妹就为张淑珍夫妻联系河南开封农科所，母校
也多次邀请她俩回校工作，姐姐联系好了苏州园林单位，
甚至在丈夫借调到省教委工作的情况下，她撵到机关把人
叫了回来，不忘初心、扎根商洛，义无反顾地与大山为伴，
与贫困抗争，用奋斗的汗水回报三农。自 1983 年主持的
茶叶丰产园技术首获商南县科学技术研究推广成果二等
奖后，先后获得商洛地区“三八红旗手”、“中国科协农村科
普先进工作者”、“陕西省劳动模范”，“省三八红旗手”、

“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三秦巾帼十杰”、“全国
十杰扶贫状元”、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劳模等 140 项荣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现在，她仍
有一个终身职务——商洛市茶叶研究所名誉所长。

事业重如山，名利轻如水。作为科技专业人才中的优秀
党员，张淑珍始终将清廉自守作为家规家训，以身作则。她
几十年如一日，清茶淡饭，简装便行，公而忘私。1998 年夏，
儿子住的房子围墙倒了一角，刚好茶业站拆旧房有些废砖
头，儿子就拣了半架子车修补院墙。张淑珍得知后，坚决让
把砖还回去，儿子只好买了新砖还给茶业站。女儿大学毕业
从外地带回两棵云杉，这是商洛少有的名贵树种，姐弟俩高
兴地栽在自家门前。几年后，林业部门有人想以 2500 元买
走，姐弟俩没舍得卖。可 1996 年茶业站搞绿化时，张淑珍啥
话没说，就把两棵树给挖走了。

“自觉丹心壮，岂忧白发斑。”有追求的人生命就会充满
张力，经历了人生的沧桑，半个世纪的茶业人生，茶业已成为
张淑珍生命的一部分，张淑珍用跨越世纪的坚守，实现了让
父老乡亲过上更好日子的愿望，她的人生正是新时代共产党
人心怀理想、情系群众、我将无我的时代楷模，伟大时代、伟
大事业、工匠品质的精神符号！

跨 越 世 纪 的 坚 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