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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0 年，18 岁的阴维越来越按捺不住内心的萌动，
无论如何也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他选择去西安学习国
画，毕业后却放弃了继续深造的绝好时机，瞅准家乡丰富
的兰花资源，满怀豪情地踏上了艰辛的创业之路。

2007年，他在西安开办了镇安兰花专卖店“秦岭兰堂”。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识者是宝，不

识者是草。”来自镇安县高峰镇的阴维以敏锐的眼光，凭
借在快手、抖音上宣传兰花文化，很快便在兰花商界风生
水起，独领风骚，成为业内一颗璀璨的新星。

作为大山的儿子，他用 16 年的心血，耕耘故土乡
情，书写出镇安兰界不朽的传奇。全国规模最大、设施
最好、功能最全的兰花繁育交易中心——中国·镇安兰
花产业园项目一期近日正式开园，现已建成 2700 平方
米的蕙兰名品培育中心，招引入驻兰花龙头企业 5 家，

开办九畹兰町、铭玉兰苑、秦岭兰堂、国乐兰馆、秦楚兰
亭 5 个精品馆；建成 5200 平方米的国兰展示交易中心，
入驻省市级兰花协会 24 家；建成 1 万平方米的兰花繁育
栽培基地，招引入驻兰花企业及养殖大户 33 家，繁育兰
花 10 万盆 40 万苗。

二

素有“天然氧吧”美誉的镇安，兰花资源之丰富让人
惊叹。身为镇安兰花协会秘书长的阴维，对镇安兰花资
源的了解同样让人感叹。

“春兰，蕙兰，全县 15个镇办都有分布。”
“兰花名目很全，还有石斛等珍稀兰科植物，镇安也

有丰富的资源……”
“镇安兰花铭品迭出，其中价值不菲的有斑草素花、

边草三星蝶、牡丹麻壳素等，帝王素、秦深素、南山红等铭
品更是声名远播。”

“去年初，省、市兰协授予镇安‘秦岭兰花小镇’的称号。”
说起镇安兰花，阴维如数家珍。
镇安属亚热带半湿润气候类型，除高寒山地外，一般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春季回暖早，降水集中于夏季。得
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以及地理地貌为兰科植物营造了一个
天堂般的生长环境。生在镇安的兰友是幸福的，因为可
以坐拥丰富的兰花资源，中国所有的兰科植物种类，镇安
基本上都有。

作为领路人，他先后到河南、湖北、山东、浙江、福建、
广东、四川、云南、贵州、宁夏等地参加兰花展示会、品鉴
会、推介会、命名会等活动，多次被推选为评委、鉴赏专家
等。他在全国各地宣传镇安兰花文化，交流鉴兰，让更多
的兰友识兰、爱兰、懂兰、品兰。

2017 年，兰市进入低潮，各地兰协纷纷解散，剩下的
也大多名存实亡。阴维作为陕西省兰花协会副会长，和
兰友们一起精心策划、周密组织了各种兰博会、国际兰
展、省级兰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荣获兰花特金奖 7
枚、金奖 12枚、银奖 32枚，铜奖不计其数。

说起阴维，陕西兰界的兰农、兰商无人不识，无人不
夸。他于 2016 年返乡与弟弟阴万杰合股创立了镇安县
杰维生态农林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了镇安兰花科研
保护协会，发展会员 500 多人，带联周围 60 多个脱贫户
100 多人在园区打工。如今，他是中国兰花协会理事、中
国·五岳金兰创始人之一、陕西省兰花协会副会长、镇安
县兰花协会秘书长。

三

有人说阴维是“兰痴”，10多年专注于兰花的选育，脚
步从未停止。

2020 年春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击碎了
他的兰花梦。他的兰花市场关闭了，西安的门店也关闭
了，生活仿佛突然按下了“暂停”键，兄弟二人坐在大棚
里，一时没了方向。“没有心思过年，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回想当时，好像只有满棚的兰花才能明白他的心情。
烦闷的时候，他刷着抖音打发时间，忽然直播带货的

销售形式触动了他。阴维在大棚里支起了直播设备做直
播，讲述着自己的兰花和镇安的兰园故事。这一试，还真
试出了新路，阴维把同样发愁的兰友们也拉到直播间，带
领兰友们走出了困境。

兰文化非常深奥，他像淘宝一样把所有精力都转移到
对兰文化的探索与研究上，对一些从镇安流失出去的品种，
自己高价买回来加以保护。“这个红香妃荷瓣，可谓绝无仅
有，我辗转5个省才高价收购回来，觉得很欣慰。”阴维说。

从春兰、春剑到蕙兰、莲瓣，镇安兰花产业园不断
推陈出新，创造着一个个让兰界为之瞩目的精品、名
品。为了让好园子育出好兰花、好资源长出好铭品，让
家乡的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他励精图治，
费尽了心思。

爱兰、植兰的阴维，
正如家乡山谷中的一棵
幽兰尽情绽放。在鲜花
和荣誉面前，他没有陶
醉，没有停步，他的兰花
梦，还在继续……

 

























趁着春暖花开，走
进 商 州 区 板 桥 镇 元 科
沟，既是去踏春，也是去
探秘。

元科沟位于商州区
北部，毗邻洛南县，原来
是板桥镇的行政村，现

在并到了魏李村。从村党群服务中心向东跨过板桥河，
转过一个弯，地势忽然开阔起来，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白
墙灰瓦，美观漂亮，不时遇见乡民们在地里劳作。

在老村委会旁边的分叉口，沿着玉带般的水泥路走
进大山深处，路边溪流潺潺，香椿树吐出嫩嫩的新芽，满
树桃花艳红似火，小蒜韭菜一抓就是一大把。四周鸟鸣
啾啾，春花烂漫，身心跟着陶醉起来。

一簇农舍静卧山脚，门前麦苗绿油油的，但最多的是
桑树，树身有胳膊粗，顶端枝条被修剪过，等待嫩枝新

发。一只牛犊、三只白鹅在悠闲地晒太阳。
水泥路到头了，沿地坎边的小路继续前进，走进一片

无人区，两边山坡上树木茂盛，白云在天边缓缓飘荡，空
气清新无比。走到山谷深处，突然出现一户人家，墙面雪
白，院子整洁，女主人闻声迎了出来。

女主人今年 58 岁，十分健谈。她说这里属于魏李村
11 组，她家原来住在房后半山的模糊台上，18 年前搬到
沟底，在这里盖起了 5 间大瓦房。她有 3 个儿子，大儿子
和小儿子都有工作，在商州城里也买了房；二儿子在西安
打工，在妻子的娘家咸阳买了房，目前她轮流着到城里带
孩子。当初多盖些房子，是考虑到儿子多，孩子们逢年过
节回来了，都有个地方住。

她说，那时将房子盖到沟底，条件是好了些，但出沟
却没有大路，盖房的材料都是肩挑背扛运回来的，不知流
了多少汗、受了多少累。儿子结婚前，媳妇娘家人顺沟底
跋涉到这里认门，看到这么苦焦的生活条件，眼泪止不住

地流了下来，连饭都不想吃一口。经过两口子多年的不
懈修建，儿子现在能将摩托车骑到大门口了。

她高兴地告诉我们，目前地里主要种的是中药材，也
栽了不少桑树，每年养蚕能挣 2 万多元，这是二三十年前
有个叫朱伯勋的退休教师回乡动员村民发展起来的，不
过老人现在已经过世了。

女主人打开蚕室，一张张蚕床摞得与屋顶相接，两边
墙上修有火道。她微笑地说，只要能吃苦、肯下茬，再苦
焦的日子也会好起来的。

告别女主人，爬上模糊台，山坡上坐落着 3 户人家，
梯田里种植着苍术，嫩绿的药苗向着阳光舒展着腰肢。
山的北边是洛南县四皓街办连河村，挖掘机刚从南边半
坡上修过来一条土路，路基还留有挖掘机履带压过的痕
迹，一位老人正佝偻着身子平整路面。他说自己目前和
二儿子住在模糊台上，这条路修通后，二儿子的三轮车就
能开到家门口了。

化迷台坐落在一处山垭间，南边沟底的水泥路也通
了上来，一群人正在盖房打地基，几辆轿车停在场边，孩
子们在欢快地嬉闹。沿水泥路而下，一栋栋屋舍分散在
沿河两岸，雪白的梨花、粉红的桃花、金黄的连翘花将村
庄装扮得分外妖娆，羊奶奶也结出了繁密的果实。山村
在渐渐变美，水泥路通到了沟沟峁峁，沿途有多家盖房的
场景，许多人有了回乡创业的打算。一块地里铺着成行
的地膜，走近看种的是苍术。据了解，这是有人流转当地
群众的土地大规模栽种的。

走了一路，我始终有个疑问，刚才走过的地方为什么
叫化迷台、模糊台？有什么典故吗？问了多位村民，都摇
摇头说搞不清。

随着老一辈村民的相继离开，一些散落在民间的
人文历史渐渐尘封在岁月的长河中，亟需我们去挖掘、
保护，真不希望像化迷台、模糊台那样，变得越来越模
糊甚至淡忘。

走 元 科
袁石军

“ 兰 痴 ”阴 维
陈维智

山里人家山里人家 模糊台模糊台

阴维和他痴迷的兰花阴维和他痴迷的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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