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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的柞水县，天朗气清，风轻云淡，金桂飘香。柞水县红岩
寺镇红安村六组的一片地栽木耳基地里，一派丰收的景象。

成片的木耳基地里，一排排菌包整齐有序地排列着，每一个
菌包上都长着一朵朵光亮的黑木耳，顺手摘下一朵，色泽鲜亮，手
感弹润。头戴草帽的妇女们坐在田垄间的小凳子上采摘黑木耳，
个个身手敏捷，不一会儿，黑木耳就装满了面前的塑料桶。

一位戴着草帽的男子从木耳地的另一头走了过来。
“你好，这片木耳地是你的吗？”
“我叫周清林，这片地是我租的，专门栽种木耳。”眼前的周清

林，中等身材，草帽下露出一张略微有些黝黑的脸庞和一双炯炯
有神的眼睛。

“你怎么想到要在这儿栽种木耳，为
啥要种植地栽木耳而不是发展大棚

吊袋木耳呢？”伴随着笔者的提
问，周清林把他种木耳的故事

娓娓道来。
2021 年 ，为 了 改 变 木

耳产业和林业发展的矛
盾，周清林准备发展地
栽 木 耳 产 业 。 他 租 赁
了 12 亩土地开始栽种
木 耳 ，今 年 是 他 种 植
木耳的第二个年头。

“ 我 这 个 地 里 的
木耳一年种一季，一
季能摘 9 茬，目前已经
采摘到第 7 茬。”说起

地栽木耳的优势，周清
林更是如数家珍，“地栽

木耳比大棚木耳好管理，
能均匀浇水，每一个菌包都

能及时吃透水，这样的木耳色
泽好、营养好、大小均匀，不愁

卖。地栽技术还能拓宽黑木耳栽

培原料与栽培区域，缩短生产周期，提高生物转化率和产品商品
性，经济效益高。”

对于木耳的管护，周清林通过长期种植，已经有了自己的“一
本经”：“要根据气温浇水，25 摄氏度以下就要浇，每次浇水都要
浇透，尤其是 7 月份最热的时候，要浇到凌晨 2 点左右。”为了保
证木耳的质量，基地的木耳每采摘一茬就要把菌棒放在阳光下晒
3 至 5 天杀菌，隔一段时间还要除草。“从东北来的技术员杜宝全
说，我这儿的木耳的质量比他们东北的木耳还要好！”说到这些，
周清林脸上乐开了花。

周清林说，有个东北的老板联系他了好几次，并谈好了价格
收购，目前已经预定了 2000 公斤。靠着种植地栽木耳，周清林
一年能挣 10万多元。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虽然自己发展产业鼓起了腰包，
周清林一直没忘周边群众，想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我找了很多
常年在家的群众，让他们到我的基地来摘木耳，基地一共有 40
人，每人最多一季务工费可以拿到 7000 元，主要是带动妇女和
老人致富。”周清林说。

基地里，有一位妇女摘木耳的动作很麻利。“你好，你住在哪
里？在这里干活多久了？”

“我叫南婷，住在红安村二组，从今年 3 月开始在基地里干
活，已经有半年了。”

“你在这儿务工，一年能挣多少钱呢？”
“我和老公从今年 3 月开始一直在这个木耳基地上班，从这

片地起垄开始，到给木耳浇水，到现在采木耳、晒木耳，我们都全
程参与。我们俩在这儿上班，到现在陆陆续续已经挣了 1.5 万多
元，到年底能挣两三万元，还不耽误农活，真是一举两得，好得
很。”说起在基地里干活的好处，南婷打开了话匣子。

我们离开基地
的时候，周清林和工
人们还在紧张有序
地忙碌着。温暖的
阳光照在一朵朵黑
木耳上，也照在一张
张幸福的笑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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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沿着
曲曲折折的通村路
前行，来到山阳县小
河口镇六窝蜂村，放
眼望去，苍翠掩映的
青山、清澈见底的溪
流、错落有致的石板
房、果实累累的核桃

树……勾勒出一幅美丽静谧的山乡画卷。
六窝蜂村位于山阳县西北，境内群山连绵、环境优

美、民风淳朴、植被茂密，全村 386 户 1197 人，大部分民居
保留着鲜明的石板房建筑风格，是山阳县现存石板房最
多的村落。

“石板房是一种以石板代瓦的房子，是秦巴山区极有
代表性的民居，有着几千年历史，它就地取材、冬暖夏凉、
防潮防火，是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我们村现有石
板房民居 210 座，经过近年的不断升级改造，已经具有鲜
明的地方特色。”村党支部书记丁仕华介绍。

在村党群服务中心大门前，我们遇见正在歇脚的王
益华夫妇，一个背着背篓，一个扛着竹竿，他们正要上山
打板栗。

稍作休息，我们沿着整洁的通组水泥路继续前行，转
过几道山弯，来到阴家湾组，成排依山而建的石板房映入
眼帘，黄色外墙在阳光下格外显眼，房顶的灰色石板层层
叠叠。走进湾，碰见正在自家门前晾晒五味子的代新德，
看到有客人来，老人停下手里的活计，把我们让进屋。坐
在宽敞明亮的堂屋，儿孙满堂的他笑容满面地与我们分
享着新生活：“眼前的石板房就是我家老宅，屋里屋外都

已粉刷一新，房顶修缮加固后再也不漏雨了，大门外就是
入户水泥路，下雨天出门再也不会两脚都是泥了。院门
口是自来水，旁边是刚改造过的卫生厕所，既干净又美
观。”说到动情处，代新德不禁拉住笔者的手，“以前我们
盖房都是自己掏钱请人干活，现在国家出钱出人给我家
修缮老房子，我啥都不用操心，有事找丁支书就行了，省
心又舒心……在山里住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过过这么好
的光景。”

“这两年，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国家通过‘两改两转三促进’工作支持村里修缮老房
子，石板房比砖瓦房盖起来麻烦很多，石板之间不用石
灰、水泥砌合，只能凭借技艺和经验进行施工拼接。村上
好不容易才请到有盖石板房经验的施工队，在尊重习俗、
保持原有风貌的基础上，统一实施老石板房改造，改造项
目包含房屋内外粉刷、线路规整、地面平整、墙体房顶翻
修、庭院硬化、厕所改造等。全村石板房改造工作从去年
6 月开始，直到今年 3 月才整体完工。”说起眼前的变化，
丁仕华如数家珍。

出了代新德家门，再次巧遇正在半山腰打板栗的王
益华夫妇，地上的背篓里已经装满了刚下树的栗包。据
他们讲，儿子前两年通过苏陕劳务协作应聘到南京当了
辅警，一个月有 7000 多元的收入，夫妻二人平时在家除
了种地，还在自留山上栽有五味子、板栗等经济作物，今
年五味子丰收，卖了万把块钱，板栗长势也不错，希望能
卖上好价钱。

翻过几道山梁，来到仓房沟组，这里的住户很多都已
外迁，剩下的大都享受易地搬迁政策，在镇上易地搬迁小
区过上了新生活。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丁支书一路念叨的

“能人”欧有海。在当地政府“迎
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政策的
号召下，欧有海毅然放弃了西
安舒适的生活，回到老家建起
了养殖场。“当初老丁喊我回
来创业时我也没多想，就觉
得老家人熟地熟，回老家创
业心里踏实。猪场规模虽然
不大，但是村上支持力度大，
帮我落实了场地，跑好了手
续。现在养殖场慢慢步入正
轨，虽然辛苦些，倒也有些收
获，去年挣了 20 多万元。目前
场里存栏 500 头猪，请了 6 个本
村群众帮忙，每人每天有 100 元
的报酬，相信只要努力，以后的日子
一定会越来越好！”看着落下山头的太
阳，欧有海一边说着一边拉我们去山下
的家里吃午饭。我们看看表，还不到下午 3
点，原来大山里的阳光竟如此短暂。

下山的路上，处处都是挂满果实的核桃、板栗、
柿子树，偶尔还能看到红透的五味子、即将成熟的八月炸
等野果子，五颜六色叫不上名字的各种野花点缀其间，在
田间劳作的村民和满山的风景融合在一起，绘出了一幅美
妙的山乡田园画卷。“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村上已发展五味
子 2000 亩、板栗 1800 亩，去年我们又引回了欧有海的安
德牧业，这些产业现在成了村上的支柱产业，不仅增加了
群众的收入，还解决了部分村民就业。今年村上以‘两改

两转三促进’工作为契机，在保留石板房原有风格的基础
上，重点打造集特色民宿、特色种植养殖、采摘观光为一体
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展示石板房村落的民俗文化，让保
护与发展获得平衡，让农村焕发新的生机。”丁仕华向大家
这样描述六窝蜂的发展愿景。

六 窝 蜂 村 的 幸 福 生 活六 窝 蜂 村 的 幸 福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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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我们时常会遇到、听到有人为他人作经济担保，有
的是口头上的，有的是书面的。殊不知，一旦担保人签了字，就要
承担法律责任。如果借款人到期无法还清贷款，担保人便成为被
追讨对象。近日，丹凤县人民法院就执结了一起典型的为借款担
保而付出还款代价的案件，初期当事人之间出于意气为朋友借款
提供担保，到后来因落实还款责任朋友关系闹僵，昔日的好朋友已
不再是朋友。

【案情简介】
丹凤县铁峪铺镇的尤某在县城经营服装生意时，与常到店里

的两个老乡黎某和任某相交甚好。2017 年 3 月，尤某以自己经营
的店铺生意需周转资金为由，向程某借款 15万元并出具现金借条
一张，约定借款期限为两年，月息 2 分，黎某和任某作为担保人在
借条上各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借款逾期后，尤某一直未能按照约定还本付息，程某遂将尤
某、黎某和任某诉至丹凤县人民法院。法院判决尤某在限期内还
清借款本息（利息部分按照约定月息 2 分从借款之日计算至还款
之日），担保人黎某和任某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然而，判决书生效后，尤某依然未能履行判决书确定义务，于
是程某又向丹凤县人民法院申请对此 3人强制执行。面对执行工
作人员，尤某很配合，但他表示目前确实无能力偿还借款，经执行
人员调查其所述基本属实；而担保人黎某和任某却明确表示自己
没有用到一分钱，不愿承担还款责任。鉴此，因黎某和任某作为担
保人拒绝履行连带责任义务，按照相关程序，法院依法冻结了他们
的银行账户资金 25万多元。

得知其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消息，黎某和任某家人急忙
找到法院执行局，要求还清借款本金 15 万元。可当他们知道仅
利息部分就已经有 20 万元之多后，担保人黎某和任某登时傻眼
了。迫于无奈，两个担保人经与借款人程某协商，在程某自愿放
弃部分利息后，黎某和任某各自承担借款本息 12 万元偿还责任，
案件到此执结。而尤某、黎某和任某 3 个曾经的好友，却因此结
下了“梁子”，黎某和任某说：“活该我们自作自受，以后咱们什么
朋友都不是！”

【法官提示】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操作简便的融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资金不足的矛盾，但因民间借贷的随意性、风险性更容易造成社
会问题。很多借贷案件的担保人，更不清楚担保的含义与责任，基
于与债务人的关系或其他因素，随意为债务人签字担保的现象普
遍存在。作为一名有着完全行为能力的社会人，在现实的工作和
生活中，当面对需要替人作担保的情况，一定要事先问清情况，若
决定为人担保，也应做好承担担保责任的准备，不要因所谓的“情
面”或“义气”而轻易承诺为他人担保，否则最终只能是悔之晚矣。

此案中，黎某和任某自己不借款，为他人担保，借款后别人用，
最后人家不还，黎某和任某还款担责，何时损失能追回来，却不得
而知，太“自作自受”。黎某和任某担保之前，对债务人还款能力未
作认真评估分析就盲目担保，也未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担保风
险和法律后果，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案也警醒大家“担保风
险大，签名需谨慎！”

【法条链接】
因案件事实发生于 2021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施行前，故适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
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
承担保证责任。

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担 保 的 代 价
刘海平 彭家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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