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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州区杨斜镇
李 湾 村 ，问 起 村 里 谁
最 孝 顺 ，人 们 都 夸 奖
雷 胜 儒 这 个 80 后 。
他 2015 年 从 上 海 回
到 家 乡 ，一 边 照 看 行

动不便的母亲，一边在创业路上摸爬滚打，经历了常人
难以想象的困难甚至失败的打击，却始终不言放弃，终
于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2005 年，18 岁的雷胜儒高中毕业后，决定外出闯荡。
在上海的一家装修公司，他从一名普通工人干到领班，有
了稳定的收入，但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能一直给老板
打工，要活得有价值，就要有自己赖以生存的技能和事

业。“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激励着我一直
在奋斗。”雷胜儒说。

可是，他的创业梦想还没来得及实施，2015年 5月，家
里传来消息，一直饱受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困扰的母亲
病情加重，半个身子不能动弹，生活不能自理，同样有病的
父亲实在伺候不了，急需他回家照看。

这时候，雷胜儒想起他上小学时生了病，是母亲背
着他去看病；上初中时，遇到一个下雨天，母亲踩着十几
里 泥 路 ，步 行 到 镇 上 给 他 送 伞 ，回 家 后 又 给 他 做 好 吃
的。母亲的爱一直伴着他成长，让他记忆尤深。现在，
母亲病重，正是需要他照看的时候，于是，雷胜儒毅然辞
职回到家乡，亲自给母亲做饭喂饭、换洗衣服床单，背着
母亲看病……在他的悉心照料下，母亲的病情有了好
转，令他非常欣慰。

照看父母的同时，雷胜儒一直思考着在家门口搞一
项产业来维持生计。“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父母年纪大
了，在城里打工也不现实，只能选择一个既能照顾父母又
可以养家糊口的事情。”雷胜儒说。他通过考察，发现村
里环境优美、空气质量好、水草茂盛，能省不少饲料钱，而
且荒坡租金低，非常适合散养动物。他把这个想法告诉
亲友后，大家都说人们越来越注重食品安全，走生态养殖
是个好路子。

于是，雷胜儒认准了养殖这个门路，拿出多年打工
的积蓄，在镇村干部的支持下，承包了一片闲置土地，
利用家乡牧草丰富、生态环境好的资源优势，首先开始
养殖山羊。

“其实，在决定建养殖场的时候，我对养殖知识还知之
甚少，是个门外汉。”雷胜儒坦言，从建设养殖场到放养的
每个环节，他都是在摸索中逐渐掌握技术，边学边干，不断
调整方式方法。他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积极参加区、
镇有关部门组织的养殖技术培训，利用空闲时间在网上查
找相关资料，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

“养羊这件事，想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很辛苦。”雷胜
儒说。因为没有养殖经验，他走了很多弯路，加上前些年
羊肉价格波动太大，有可能辛辛苦苦养出的羊，卖掉后不

挣钱还亏了本，当初干劲十足的他，曾一度有放弃的念头。
“在我最想放弃的时候，是家人给了我坚定的支持，他

们用实际行动帮助我渡过难关。母亲告诉我，要干一行爱
一行，过程也许会有挫折，但坚持就会有回报。”父亲不但
向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地借钱，还每天跟着雷胜儒跑前跑
后，陪他一起管理养殖场，放羊、喂羊、给羊打针防疫，吃尽
了苦头。家人的鼓励给了雷胜儒坚持下去的动力，他重新
鼓起了勇气，继续做养殖。

担心母亲长时间待在家里闷得慌，雷胜儒去养殖场
时，就把母亲也背到养殖场，然后放到轮椅上。他一边
做活，一边陪她说说话、解解闷儿。母亲还时常指导他
怎样养羊。

解决了养殖、管理存在的问题后，雷胜儒选择多种经
营，力求最大效益。他在养羊的同时开始养殖黑猪和乌
鸡，并将圈养改为圈养与放养相结合。放养一段时间后，
雷胜儒惊喜地发现，黑猪和乌鸡不仅健康状况上了一个台
阶，而且肉质鲜美，广受顾客好评。

就这样，雷胜儒一边照顾生病的父母，一边搞他的养
殖。在他的努力经营下，养殖场的猪、羊、鸡数量越来越
多，目前已实现了自繁自育。由于散养猪、羊的肉质好、品

相好、口感好，他与西安市的几个大型农贸市场签订了供
货协议，产品全部销往中高端市场，不愁销售。2016 年，
雷胜儒成立了牧野养殖专业合作社。2018 年，他继续扩
大养殖场规模，成立了家庭农场，建成规范化圈舍，打造绿
色生态散养基地。

走进雷胜儒的养殖场，只见数百头黑猪和山羊一同放
养在山林里，它们喝泉水、吃野草，在山间任意撒欢，成为
一道亮丽的风景。

养殖场建起后，雷胜儒首先想到了村上的脱贫户，把
他们招进来，不但能解决务工问题，还能帮助他们增加收
入。雷胜儒告诉我们：“合作社去年为群众分红 2.5 万多
元，今年将达到 3万多元。”

谈到今后的事业规划，雷胜儒信心百倍。他已经有了
一条明确的发展思路，在扩大养殖规模的同时，把养殖产
业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走农旅融合的路子，打造一个集
餐饮、娱乐、住宿为一体的生态农场，带动更多的村民共同
富裕，为家乡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百善孝为先，有父母在，我做事心里就踏实。现在，
我实现了既能照看一家老小又能创业增收的愿望，虽然苦
点累点，但心里感到很欣慰、很快乐。”雷胜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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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团 坪 看 杜 鹃 花去 团 坪 看 杜 鹃 花
蔡红旗蔡红旗

近日，一个团坪杜
鹃的视频在商南的朋友
圈疯传，朋友约我一道
去清油河镇的团坪村看
杜鹃花。

快到刘家花家时，
看见路边有一个小伙，我在视频里见过他，这就是
拍杜鹃花视频的人，肯定知道杜鹃花开在哪里。小
伙听说我们是来看杜鹃花的，告诉我们这几天那个
视频很火，来看杜鹃花的人不少，刚才还有人打电
话问路。看杜鹃花要去油瓶沟沟垴的山岭，见到岭
上疫情防控时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就到了，山路不
好走，要多加小心。原来，这个小伙是县里下派的
驻村干部。

刚进油瓶沟时，河谷还算宽敞，农田也很平整。过
了一会儿，河谷开始变得狭窄，越往里面越窄，几乎看
不到耕地。之前听说这里叫油瓶沟，今天一看果真如
油瓶状，下半沟为瓶身，上半沟为瓶颈。

进入半沟，有一处村庄，同行的姜世福几年前随
一帮人来这里采风，见到了脱贫致富典型、天麻种
植大户吴承峰，写了一篇报道《“明白人”吴承峰》，
发表在商洛日报上。那篇文章写得很接地气，有一
个细节让人难忘：快到主人家时，两只小狗狂叫着
迎接他们，听到主人呵斥，两只小狗顿时无声。文

中还写到老吴说的一句实实在在的话：“我就是见
不得懒人。”真把老吴这个明白人写活了。

开始上山时，一面坡上红艳艳盛开的杜鹃花扑
面而来，车在盘山公路上前行，花在绿叶丛中时隐
时现。众多山坡上只有这面山坡披红挂绿，其他山
坡尽是翠绿。

来到界岭，放眼望去，几个朝向西北方的山岭上都
有杜鹃花，刚才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好大的一片杜
鹃花海啊，层层叠叠，红绿相间，依次排开，随着山势由
高到低慢慢沉入绿海中。

第一道岭上杜鹃花并不多，仅限于靠近山顶的不
大范围内。

第二道岭才是花海的中心地带，从山下到山顶尽
是杜鹃花，红色几乎铺满整个山坡。我们来到一株杜
鹃树下，一簇树干扭曲缠绕，编织成一个高达两米的大
花篮，同伴数了一下，竟有 19个同根生的树干，树上开
满杜鹃花。

进入花丛中，一树树的杜鹃花在春风中摇曳，向来
客微笑着。每朵花有 5个细嫩的、薄薄的花瓣，形似喇
叭，花瓣从根部到尾部花色不同，根部最红，尾部浅
红。花蕊像是一簇细细的红丝线，末端有一个小黑
点。几朵花簇拥在一起，像是一群红蝴蝶落在枝条上，
又像是一群小精灵在春天里聚会。捧一朵杜鹃花在掌
心，手上顿时沾上了一缕花香，满是春天的气息。有人
说杜鹃花是血染的，怪不得开得那么热烈奔放，那么充
满生机。

站在第二道岭上往下看，前面还有两道山岭上

盛 开 着 杜 鹃 花 ，第 三 道 岭 上 红 色 和 紫 色 杜 鹃 花 并
生，紫色尤为繁盛，其间还有一些高树上开满茂密
的白花，高低相间，不同花色相间，构成了一幅难得
一见的多彩画面。

想到跟前去，需经过一段陡坡，处处枝繁叶茂，无
路可走。我们在树林边缘拨开树枝，在厚厚的枯叶
中试探着可以落脚的地方，艰难地来到花丛前，却进
不去，只好在花海边缘观赏。当红紫两种花色的杜
鹃花聚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紫色的杜鹃花更鲜艳
也更饱满，也许是紫色杜鹃花刚刚开放，呈现的是最
佳状态的缘故吧。

第四道岭还在一个陡坡下面，离我们更远一些，我
们没有去那里。

返回第一道岭，一条小路延伸到北面山岗上，好奇
心驱使我们去那里看看。翻过一个山岗，山岗上又出
现一条杜鹃花带，宽约两米，长近百米，沿着山岭铺
开。我们在杜鹃花带边行走，刚好起风了，杜鹃花卖力
地摇摆着身躯，尽显迷人之能事。

这是我们看到有杜鹃花的第五道山岭。油瓶沟杜
鹃花开在五道岭上，五道岭都在一个山脊上，差不多有
两三公里长，基本都处在面向西北的山坡上。

花带尽头，树林里有一个忙碌的身影，我们上
前 与 其 搭 话 ，得 知 他 是 丹 凤 人 ，在 树 林 里 种 天 麻 ，
这道山岭是丹凤和商南的分界岭。山的另一边，也
有一个同样忙碌的人，在商南地界里种天麻。山路
就是种天麻的人修的。这道岭上的花带属于商南
和丹凤共有，一半生长在丹凤，一半生长在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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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艳的红杜鹃鲜艳的红杜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