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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天寒地冻，但在洛南

县保安镇东湾村的山坳里，却
是一幅热火朝天的热闹景象。
连日来，村里“秦岭野丫头”养
殖基地负责人周红珍每天都会
直播散养的黑土猪宰杀过程，
并在直播间售卖黑猪肉。

“大家好，我是‘秦岭野丫
头’，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
间。看见我身后空旷的山谷了
吗？是不是别有一番韵味？”1
月 3 日下午，“秦岭野丫头”周
红珍在抖音直播间准时开播。

这个直播间最大的特色就
是以沟壑起伏的大山为背景，原
生态的直播方式尤其吸引人。
只见周红珍穿着一件花棉袄，手
里提着一吊猪肉忙个不停。

地处秦岭深处的洛南县资
源丰富，连绵起伏的山脉、秀丽
的自然风光，孕育出了一批电
商达人。他们以山间地头为背
景搭起直播间，电商直播成了
当地农民的“新农活”。“秦岭野
丫头”周红珍就是其中一位。

一根网线，一部手机，连接
了城乡，对接着产销。在直播
间里，周红珍总会声情并茂地
推荐自家养殖的黑毛猪肉。每
公斤猪肉售价 120 元，当天一
个多小时的直播，100 多公斤
猪肉就被抢购一空。不光如
此，直播间里的蜂蜜、香菇等农特产品也备受大家喜爱。

在周红珍的直播中，她经常会穿着一件红色土布花
棉袄，在田间地头干农活，在山坡沟坳放养猪。

“除了直播生态养殖外，我也会把我们这儿的风土人
情展示给大家。”周红珍说，山上只住了 3户人家，她家房
前屋后都是林子，一出门就能看到大山。

养黑猪、养土鸡……为了让网友了解传统散养畜禽
的过程，周红珍每天在抖音直播间准时直播，并给自己起
了个“秦岭野丫头”的网名。真实、接地气的风格让她收
获了 10多万粉丝。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东湾村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是
生态养殖的好地方。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周红珍越发感
觉到城里人对山里绿色健康食品的喜爱。

如何把流量变现，让更多的山货走上市民的餐桌？
2018年，周红珍注册了“秦岭野丫头”商标，当地的玉米、
木耳、核桃油等特色农产品通过她拍摄的一条条短视频，
走进了千家万户。

短短几年时间，周红珍从“网络小白”逐步成长为一
名“网红主播”。如今，她通过电商直播销售当地的散养
黑猪，年利润近百万元。作为当地返乡创业的代表，周红
珍积极参与农村电商培训班，耐心为大家传授直播带货
的经验和技巧。

“我想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带出更多的电商从业者，
把电商群体做起来，大家一起致富，让更多的‘秦岭味道’
走出大山。”这是周红珍的朴素愿望。在她的带领下，电
商已成为当地“新农人”的致富新引擎，也为乡村振兴插
上了“云”翅膀。

大

山

里

的

直

播

间

本
报
通
讯
员

赖
雅
芬

他扎根乡村热土，致力于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的活力；他坚守为民初心，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不忘带领
乡亲共同致富；他牢记使命担当，致力于社会事业，以爱之
名奉献自己力量。他就是李青华。

今年 52 岁的李青华是商南县清油河镇后湾村人，长
年待在家乡，以代卖乡亲的土鸡蛋、腊肉、干豆角、天麻、香
菇、木耳等农特产品为主，2017 年他被选为清油河镇后湾
村电商服务中心负责人，年销售额 300 多万元。依靠种植
和收购天麻、蒲公英、桔梗、五味子等中药材，他成立了商
南县佳民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年带动劳动力就业 80
多人，人均年增收 3000多元。

“我始终牢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更是一名党员。
自己富了不算富，只有帮助乡亲们共同致富，让大家富
了，才算真正的富。”1 月 13 日，笔者在见到李青华时，他
自豪地说。

扎根乡村的追梦人扎根乡村的追梦人

李青华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母亲把他拉扯
大。初中毕业后，14岁的李青华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由于
母亲身体不好，李青华不得不留守家乡，在家门口谋出路。

1986年前后，李青华开始当学徒。每天天不亮，他就跟
着有经验的老师傅，骑着自行车到几十公里外收购木耳、香
菇等农特产品。短短几年时间，他已能熟练地辨别木耳、香
菇的品质。为了积累更多的经验，1990 年，李青华进山用
肥料换取村民的玉米、小麦等粮食。同时，他还兼职当起邮
递员，为当地人送书信。这些经历，让他摸清了沟沟岔岔农
作物的生产情况，也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关系。

“以后肯定和农民打交道多，所以摸清农村状况、农民
心理是非常有必要的。”李青华心想。

经过 10 年的摸索和资金积累，2000 年，李青华开始
了创业之路，他大规模收购木耳、桐子、核桃等农产品，结
果不但赔了，还欠了不少债务。此时，心有不甘的李青华
又瞄准了收废品的生意。

心里敢想就敢干。李青华有了这个想法后，就毫不犹
豫地做起了收废品的生意。经过 5 年的努力，李青华小有
成就。就在他准备大干一番时，他的妻子患病住院，尽管
花光了所有积蓄，同时还欠下了很多债务。却依然没有救
回妻子的生命。

不怕挫折的奋斗者不怕挫折的奋斗者

妻子的去世，让李青华一度颓废消沉。亲戚看到后，
纷纷叹息：“以前那么能干的一个人，现在咋成这样了，也
不接送儿子上学，天天在家啥都不干，还得老母亲给做现

成的吃呢！哎，可惜呀！”
一年后，在好心人的介绍下，李青华认识了现在的妻

子许建芹。李青华第一眼见到许建芹，从心底就认准了
她。李青华铆足干劲，改掉了之前的不良习惯，开始了以
前的老本行——收购农产品。

再婚后的李青华干劲十足，生意越来越好，也越做越
大。每当要加大投资、扩大规模时，许建芹就会当起参谋，
帮助分析利害关系。

有一次，收购板栗时，由于他当时没有冷库，致使板栗
保存不当全部坏掉，李青华一下子赔了几万元。回到家
中，妻子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给做了好吃的，并安慰他：

“这次赔了没事，就当是积累经验。我们要建冷库，这样干
啥也方便，也不用担心农产品存放不住了。”

2016年，李青华投资十几万元，将家中的客厅、卧室进
行改造，建起 100 多立方米的冷库。2021 年，他又投资 30
多万元，在屋后建起一个 300立方米的冷库。现在，冷库里
面堆满了收购回来的香菇、木耳、天麻等季节性农产品。

一路走来，他们遇到的困难、挫折不计其数，但都一一
克服。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涉及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夫妻
俩也越来越忙、越来越累，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脚踏实地的实干家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2023 年 11 月 8 日，笔者走进商南县清油河镇后湾村
电商中心青华土特产专卖店，只见货架上放满了茶叶、土
蜂蜜、羊肚菌、花椒、木耳、天麻、五味子、黄精等农特产品，
店员正忙着分拣、装箱、贴单、发货，一派繁忙景象。

李青华常年和土地打交道，从农民手里流转了坡地，大
量种植天麻、桔梗、黄精等中药材。2017年，他成立了商南
县佳民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当年，全国电子商务进农
村示范项目在商南县招录农村电商服务站点经纪人，李青
华抢抓机遇，兴奋地报了名。经过培训，他深入学习、摸索，
后来被选为清油河镇后湾村电商服务站的负责人。

李青华对网上的销售流程一窍不通，在镇政府的大力推
荐下，他到陕西众品驿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学习，认真了解
本地农副产品的种类、品性，深入学习网络销售渠道的搭建、
商品陈列及包装运输等。后来，李青华同陕西众品驿站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通过系统地学习，李青华对电商服务站的运营管理有
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此后，李青华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使
得他的产品不仅在线下抢手，在线上的订单量也不断增加，
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年销售额也突破了 300 万元。由于业
绩突出，李青华被评为后湾村产业大户，并在商洛市首届
5G网络大赛中荣获最佳带货主播第三名等荣誉，他的店被
评为优秀电商服务站点、连续两年被评为十佳电商示范店。

乡村振兴的带头人乡村振兴的带头人

2023 年 11 月 9 日，笔者来到清油河镇后湾村李青华
的佳民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村民正在加工制作红薯
干，一股清甜味道扑面而来：清洗、削皮、蒸熟、切条、烘干、
晾晒……经过一道道工序后，不起眼的红薯华丽变身为晶
莹剔透、香甜软糯的红薯干。加工现场，村民有说有笑，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49 岁的后湾村村民付芹一边忙碌一边说：“主要是要
照顾孩子上学，出不了远门。在这儿干活很轻松，都是手
上活，而且一年到头活儿还比较多。这几天制作红薯干，
之后就是洗天麻、晒天麻片之类的活儿，有时候还在药材
基地干活，勤快的话，一年能挣七八千块钱。”

“能干、热情、好人”是乡邻对李青华的赞许。李青华始终
不忘乡邻，在土地租赁的选择上，他重点向困难家庭倾斜，优
先流转年老、多病或者丧失劳动力困难户的土地；在用工方面，
他优先雇用困难家庭人员。合作社年用工80多人，通过在合
作社务工，这些家庭困难人员人均年增收3000多元。

李青华还通过合作社入股分红的方式，积极吸纳有能
力种植中药材的农户与合作社共享资源，农户可免费享受
全程的技术指导。李青华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回收群众
种植的中药材，让群众在种植中药材上吃上“定心丸”，确
保农户受益最大化；在收购板栗、核桃、野生猕猴桃、农家
土鸡蛋等农特产品时，群众卖什么，李青华就收什么。他
通过自己的力量，帮助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镇、村无论何时组织捐赠活动，李青华总是带头捐款
捐物。他说：“我身为党员，为国家作不了大的贡献，就尽
最大能力去帮助身边的人。”

李青华在农村摸爬滚打了 30 多年，有过欢笑，有过感
动，也有过低谷，但他不等不靠、脚踏实地、努力奋斗，成了
群众致富、乡村振兴的带头人。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李青华在圆梦的路上努力奔
跑，收获满满。他帮助很多人实现了脱贫梦、致富梦，也找
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所在。

“我要做精农产品，做优服务，做响品牌，让更多的人
了解商南农产品，爱上商南农产品。同时，带动更多的人
走上致富路。”李青华笑着说。

尽 最 大 能 力 帮 助 更 多 的 人尽 最 大 能 力 帮 助 更 多 的 人
本报通讯员 李潇 何昕

李青华李青华（（中中））和工人一起干活和工人一起干活

连日来，山阳县开展的“大拜年”活
动吸引了大批群众，县城丰阳美食城的
生意明显比以前好了许多。

1月29日，天气晴好。周赞勇和着衣
服睡了个“囫囵觉”，早上 7时就起床打起
了“低进高出”的算盘：“先到体育场便民
早市买菜，顺便买些浆水豆腐，再去卜吉
河菜市场买些小葱和芫荽……”

出发前，周赞勇裹了裹羽绒服，象征

性地用喇叭声给老婆打了一声招呼，然
后就骑着电摩出了巷子口。

周赞勇在山阳县城丰阳美食城经营
着一个摊位，卖铁板烧烤，妻子殷娜娜经营
着一个卖螺蛳粉的摊位，两个人经营两个
摊位虽说辛苦，但日子却过得有盼头。

4年前，周赞勇怀揣着创业梦外出打
拼，因为经验不足和其他原因导致事业
屡屡受挫。2023 年 4 月份，周赞勇在抖

音上看到丰阳美食城的招商信息，抱着
试一试的态度承租了两个摊位，没想到
还真的当上了“老板”。

一年来，山阳县出台了一系列改善营
商环境的政策和措施，吸引了一批年轻人
和投资者回乡干事创业。临近春节，山阳
县对城区市场划分了经营片区，规范了市
场管理，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整个县城都沉
浸在浓浓的年味里。走进丰阳美食城，人
潮涌动，热气腾腾。“云南过桥米线”“武汉
热干面”“沙县小吃”等知名小吃随处可
见。丰阳美食城有 100多个摊位，周赞勇
的“夫妻档口”就在美食城的“黄金地
段”。据了解，大多数摊位的经营者都是
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他们在外地学了手
艺，积攒了经验和资金，如今家乡的营商
环境好了，就纷纷回乡创业发展。

为了以更低的价钱买到物美价廉的
食材，周赞勇和周围几个摊位的“老板”
结成了“采购联盟”。全城范围内哪家的
豆腐是浆水点的，哪家的小葱嫩、芫荽
香，哪家的萝卜、白菜可以团购，周赞勇
心里都有一杆秤。

“每样子都按 5 份装，做个记号，多
少斤两多少钱，回去让他们自个挑。”周
赞勇一边翻看竹筐里的生菜，一边向菜

农打招呼。
“以前菜摊子都摆在体育场门口的

桥沿子上，前段时间政府专门在这里修
了带雨棚的不锈钢摊台，蔬菜摆在上面
干净卫生，卖菜的、买菜的也不再淋雨、
晒太阳了，美得很。”来自十里铺街道刘
家村的一个菜农笑呵呵地说。

在体育场门口的小摊台“扫”完货，周
赞勇又骑着三轮电摩去了城东农贸市场。

“西红柿多少钱？便宜点，给我拿两件
……”走在农贸市场里，大部分商户看见周
赞勇都会主动打招呼。

咋样去选菜、定价、称秤，周赞勇对这
些都是门儿清。等货时，周赞勇会忙里偷
闲，跷着二郎腿坐在电摩上抽一支烟。冬
日的暖阳洒在周赞勇的脸上，满是惬意。

采购回来时，广场上敲锣打鼓一声响，
男女老幼挤得不可开交，周赞勇在路边停
了下来“逛眼”。儿子周枫轶拿着一个印着

“龙腾”的风筝突然出现在电摩前面，“闹”
着要“奖励”。殷娜娜跟在儿子身后，一边
掏钱给儿子一边笑着说：“不要老盯着5个
A（考试成绩），不要太骄傲！”

丰阳美食城的彩灯早早亮了起来，
周赞勇夫妻俩又开始忙碌起来。县河两
岸的红灯笼扮亮了街区，更照亮了普通
群众的追梦路、回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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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春节，烹炸面食，炒制菜品，滴上几滴
香油，撒上几粒芝麻，香味四溢，年的味道也就
更浓了。

近日，笔者走进山阳县延坪镇的陕西旭成
康瑞有限公司的小磨香油坊，一股浓郁的芝麻
香扑鼻而来。芝麻经过筛选、漂洗、炒籽、扬烟、
磨酱、兑浆搅油、震荡分油等工序，就变成了一
瓶瓶优质小磨香油，为寒冬腊月年味儿增色不
少。

陕西旭成康瑞有限公司位于延坪镇的白

沙村，成立于 2018年，以生产茶叶、食用油为
主。近3年来，公司生产的香油、菜籽油、山茶
籽油等食用油产品市场占有率逐渐扩大，小磨
香油产品已成功注册“丰阳岭”商标。

公司负责人刘应宝说，小磨香油的制作
工艺复杂，口感纯正，使用的芝麻必须颗粒
饱满且没有杂质。公司用的白芝麻，都是自
己亲自跑到周边村里，专门从农户家里收购
来的。

据了解，在小磨香油企业的引领下，白

沙村等周边村也掀起种植芝麻、油菜热潮。
目前，已经带动 80 多户群众种植芝麻等油料
作物。

“今年，芝麻价格高，收益很可观，根本不
愁卖。芝麻收割、晒干后就直接送到这里的香
油磨坊。”白沙村村民王天尧说。

如今，公司年产香油一两万公斤，产值60
万元左右，产品因制作精细、质量优良远销南
京等地，在山阳、商州、西安等地均设有销售点。
同时，公司还为附近 20多位村民提供就业岗

位，带动 14名脱贫户稳定增收。
“我每天的工作是炒菜籽、炒芝麻、接油，

一个月下来能赚个两三千块钱。厂子离家也
近，家里照顾到了，钱也赚了，我很满足！”务工
人员曹可华高兴地说。

“我们计划进一步整合附近手工作坊，扩
大生产规模，增加生产设备，开通电商直播，通
过线上线下销售拓宽产品销路，做大做强延坪
小磨香油品牌，带动更多的周边村民增收致富。”
刘应宝信心满满地说。

芝 麻 香 飘 致 富 路
本报通讯员 张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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