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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初，随着火车轰鸣声的响
起，装载着西乡茶叶的中欧班列驶离
中国，一路向西，向乌兹别克斯坦方向
疾驰。

被装载的茶叶，更像是远嫁的朋
友，牵动着江娟的心。“这些茶叶是我
和茶农们一起炒制的，看着他们远去，
我既不舍又自豪！”

江娟与茶的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一份茶叶许深情

2015 年夏天，西乡县峡口镇江榜
村来了位福建武夷山的小伙钟忠益，
他辞去工作远赴千里来到这里，就是
为了村里的姑娘江娟。

原来，两个人共同毕业于华中农
业大学茶学专业，在上学的时候就因

“茶”结缘。为了未来可以一同完成茶
叶传承的梦想，江娟也为他辞去了西

乡县高川镇政府公务员的稳定工作 ,
实现了“双向奔赴”。

上世纪六十年代，江娟的爷爷把

茶籽一担担挑到山上，开始了最初的

种植之路。八十年代，爷爷承包了村

里的茶厂，爷爷和父亲白天采茶，晚上

制茶，母亲第二天背着茶叶坐班车去

县城售卖。而钟忠益的老家武夷山，

作为世界红茶和乌龙茶发源地，茶产

业和茶文化起源较早，这也让钟忠益

将超前的南方茶企管理及运营模式在

西乡转化为具体行动。接管茶厂后，

两人决定在传承家族制茶技艺的基础

上，走一条以茶叶种植加工销售、茶文

化服务、出口贸易、观光旅游、电子商

务为一体的新路子。

多年的万缕情丝最终汇聚在了一

起，为了纪念忠贞不二的爱情，公司的

名字就取了个谐音，秦丝茶业有限公

司自此诞生。

一抹茗香沁民心

为从源头上提升茶叶的品质，他
们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市场”的
生产销售模式，免费为茶农提供茶苗、
肥料、技术指导，通过收购鲜叶保障农
户收入和茶叶品质。周边 2000余家茶
叶种植农户先后与公司建立合作关系。

“我是从 2015 年开始和他们公司
开始合作的，”村民马双说，和村里其
他农户一样，长期为秦丝茶业公司提
供茶鲜叶。全村 500 多茶户，采茶旺
季每天采摘鲜叶 10000斤左右。

人心齐，泰山移。在夫妇二人的
同心协力下，企业做得越来越大。在
当时，西乡县的茶叶市场已近饱和，通
过市场考察，两人便把目光直接投向
了外贸茶领域。

外贸茶的要求和标准很高，现有的
厂房设施无法满足需求。2019年，两人

筹资 700 余万元新建了一座茶叶加工
厂，配备了现代化生产线，引进了红茶、
白茶、香茶等新的加工技术。之后，江
娟带着本地 30名老乡成立了一支“茶姑
娘服务队”，免费帮茶农修剪茶园，并拿
出 5 万元免费为当地茶农更换茶树品
种。一时间名声大噪，周边几个镇每次
修剪茶园时都会来请服务队帮忙。

一盏茶里见乾坤

能带动村民们增收致富，也能带
着茶叶走出国门。

今年 6月 27日，正值第七个“联合
国中小微企业日”，由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UNDP）、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
心（交流中心）和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联
合主办、度小满协办的“增强中小微企
业韧性建设，加速实现 2030 可持续发
展议程”主题活动在北京举行。

江娟作为中小微企业代表参加了
圆桌对话环节。在现场，她侃侃而谈
又分外激动，向中外嘉宾们分享她和
茶叶的故事和创业经历，展示着汉中
仙毫的独特魅力，这无疑是“西乡向世
界敬出的一杯茶”。

88 后的创业女青年，做梦也没想
过自己能站上联合国的舞台，会后她
直言，这是属于她人生的“高光时刻”。

一座茶山满屏绿，茶园焕发新活
力。良好的生态资源吸引了四面八方
的目光，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返乡创
业。也正是像江娟、钟忠益这样痴情
于茶，专注于茶研究，不断做优茶品
质，做强茶品牌，才促成了西乡茶产业
的发展壮大。目前，该县 15 个镇 2 个
街道全部产茶，共有茶农 7 万余户，茶
叶从业者 26 余万人，茶园面积 36 万
亩，茶叶年产量 1.72万吨，规模、产量、
产值均居陕西省产茶县之首，是全省
最大名优绿茶生产基地县。

“ 萌 发 菌 和 蜜 环 菌 用 量 要 准
确，每穴放 8-10 个天麻果子，松土、
起 垄 、摆 菌 材 、填 土 …… 菌 材 一 定
要 压 紧 压 实 ，中 间 不 能 留 空 隙 ，不
然 容 易 长 杂 菌 ，影 响 天 麻 生 长 。”9
月 4 日 ，留 坝 县 武 关 驿 镇 河 口 村 的

“ 新 农 人 ”周 玉 轩 告 诉 笔 者 天 麻 育
种 的 步 骤 和 细 节 ，“ 家 家 户 户 都 种
天麻，但是县里会天麻育种的农户
没有几家，我们合作社掌握了育种
技术，每年单靠出售天麻种子就有
一笔可观的收入。”

周玉轩是留坝县润土生态农业
开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主管社
内产业情况。谈起合作社成立的初
衷，周玉轩娓娓道来：“当时村上劳
动力缺乏、信息闭塞，我们想着壮大
产业，必须要整合资源，流转土地。
打 破 单 家 独 户 分 散 经 营 的 种 植 模
式，走合作社发展的路子才能增收
致富。”

有了思路，说干就干。2015 年，

周玉轩和周边 6家农户一拍即合，共
同揭牌成立润土合作社。“一开始我
们就锚定种植天麻、猪苓、淫羊藿这
些中药材，现在看来路子走对了。”周
玉轩说。

如今，合作社已有农民社员 30
余名，有周边的，也有其他镇上的。
去年合作社仅售卖中药材这一项就
收 入 100 余 万 元 ，还 有 蜂 蜜 、香 菇 、
鸡、猪等产业盈利。社员们都说，抱
团取暖比单打独斗强。

合作社的产业越做越大，如何通
过加工包装提高产品价格成为周玉
轩日思夜想的难题。“要把粗加工变
为精加工，包装也要吸引人，最关键
的是要有我们自己的品牌。”周玉轩
说道。

于是，他带着社员四处学习加工
方法、联系加工厂商、设计精美包装，
原本单一的中药材变成了片剂、药
酒，售价和销量大大提升。今年，合
作社还成功申请了品牌——武关驿，

以所在镇为名，不仅能打响品牌知名
度，也能让更多顾客认识到留坝武关
驿镇。

在外出学习的过程中，周玉轩意
识到农民也应该不断更新学习农技
知识，提升整体素质。于是，这些年
周玉轩积极报名参加各类农技培训
考试，县上的、市上的、省上的，也多
次获得“高素质农民领军人才”“新型
职业农民”“优秀学员”等称号，奖状
证书成堆，已然成为留坝数一数二的

“新农人”。
今年 8月，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公

示《拟认定第八批高级职业农民人员
名单》，“新农人”周玉轩在列。“今年
我不仅通过了高级职业农民考试，还
从省上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
雁’项目成功结业，算是没辜负自己
的努力。培训期间，先后到浙江、山
东等地的高校和示范园区实地观摩
学习，收获很多。”周玉轩说。

“学成归来”的周玉轩成为农户

眼中的大红人，从中药材的种植技巧
到加工、包装、销售，农户们只要有难
题就找他帮忙，周玉轩知无不言，经
常随农户去实地检查种植情况，给出
解决方法和规划建议。

70 后的周玉轩十分热爱脚下这
片土地，90 年代就在河口村开了家
小商店，一晃便扎根 30 年。他望着
连绵的山脉感叹，河口不缺好资源，
缺的是人才。

周玉轩经常给返乡务农的年轻
人传授经验，他说：“你们这些娃娃都
是留坝农业的未来，你们挣到钱了才
会吸引更多人返乡务农。”当下留坝
县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周玉轩
带着娃娃们到山上查看土壤情况、指
导种植技巧。

行走在田地间的周玉轩，看着棚
里的、山上的中药材长势旺盛，满心
欢喜，他这位“新农人”正成为留坝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领头雁”，带领更多
的农户走上致富路。

本报讯 （通讯员 曹彦强）9
月 8 日，在榆林举行的 2023 年全
国赛艇锦标赛赛场上传来喜讯，
汉中小伙欧志伟和搭档张容诚
在公开级男子双人双桨的 A组决
赛中发挥出色，以 6分 35秒 79的
成绩夺冠摘金。

比赛中，欧志伟、张容诚战术
十分明确，从起航到冲刺，都冲在
最前面，直接把压力抛给对手。
实践证明，这样的战术是正确的，
他们从鸣笛启航就一路领先，最
终在家乡父老的加油声中率先冲
过终点，成功摘金。

近年来，汉中市赛艇和皮划

艇项目发展迅速，先后涌现出欧志
伟、申鑫、吕毅、杨舟宇轩等一批优
秀运动员，在 2022年举行的省十
七运会上，赛艇及皮划艇项目夺得
7枚金牌，为汉中代表团取得金牌
榜第三的好成绩作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省十八运会周期后，汉
中体校积极调整运动员培养思
路，一方面引进高水平教练员，
另一方面鼓励教练员带运动员
参加全国级比赛，以赛代练，帮
助运动员开阔眼界，提高成绩。
今年，已有李彦昆、何雨欣、杨媛
媛、高瑾尧等多名汉中运动员在
全国比赛中夺冠。

本报讯 （通 讯 员 潘登）9
月 1 日至 2 日，第五届中国质量
大 会 在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圆 满 举
办。本次大会首次开设了“质量
之光——中国质量管理与质量
创新成果展”，集中展现中国各
行各业独具特色的质量改革创
新经验。我市企业——陕西东
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陕西省农业产业的优秀代表亮
相本次成果展，备受各方关注。

陕西东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和陕西茶产业链链主企
业，东裕茗茶品牌价值达 2.63 亿
元，排名陕西首位，全国第 55位。

经过 20年的历程，由单一的茶叶
种植、生产、销售发展为茶叶深加
工、植物提取及国际贸易业务，市
场从国内发展到国外，通过严格
的茶园管理、采摘制作的品质把
控和严格推进卓越绩效管理，为
陕茶的发展和农业企业的规范提
升不断努力，为消费者奉献一杯
杯安全好喝的品质好茶。

据 了 解 ，“ 质 量 之 光—— 中
国质量管理与质量创新成果展”
共有 240 多家优秀企业、技术机
构、科研院所和相关协会集中展
示了中国质量创新最前沿的风
采，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的展馆
吸引着多方嘉宾参与其中。

本报讯 （记 者 李佩蓉）9 月 6 日
下 午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决 定 ，从 9 月 7 日
凌晨开始，中心城区 7 家共享电单车企
业 增 投 4900 辆 共 享 电 单 车 ，方 便 市 民
出行。

共享电单车着眼于解决城市最后一
公里的问题，充当起公共交通的补充部
分，为市民中短距离出行提供了方便。
但是，随着汉中城区共享单车数量快速
增长，给城市交通秩序、市容环境也造成
诸多不利影响。

今年 6 月至 7 月，市城市管理局将
投放市区的共享电单车全部回收，进行
整改。期间，通过对共享电单车企业负
责人就车辆无序停放、违规占道、日常
路面管理人员少、跟进不及时等问题进
行了约谈。并开展摸底调研、梳理相关
政策、参考先进城市管理经验等方式，
规范我市共享电单车管理。8 月 4 日，7
家企业在中心城区共计投放 2100 辆共
享电单车。

目前，针对市民反映的共享电单车
数 量 不 足 问 题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联 合 创
文 办 、市 城 管 局 等 11 个 部 门 研 究 商 议

了后续的第二批增投方案。每家企业将继续增投 700 辆
共享电单车（汉台 600 辆，南郑 100 辆）并于一周内完成
统一挂牌管理。后续相关部门将严格实行挂牌管理，加
大对相关电单车运营企业的考核，实行末位淘汰，推进
科技停车手段使用，有力有序推动中心城区共享单车规
范管理。

本报讯 （通 讯 员 李钊）近
日 ，辖 区 新 疆 籍 群 众 买 买 提 来
到 略 阳 县 公 安 局 ，将 一 面 写 着

“忠于职守 为民服务”的锦旗送
到 巡 特 警 大 队 民 警 手 中 ，对 民
警热心服务的工作作风和小事
不小视的为民情怀由衷的表示
感谢。“多亏了警察同志帮我们
沟 通 协 调 ，才 能 这 么 快 拿 到 救
助 资 金 ，救 了 我 女 儿 ！ 真 的 太
感谢你们了！”

8 月 18 日，巡特警大队民警
李钊接到辖区“进知解”联系人
的救助电话，“警察叔叔，请你救
救我姐姐吧，不然她的眼睛就看
不见了……”。经询问得知，今
年 3 月，县城北街社区新疆籍务
工人员买买提的小女儿眼睛意
外受伤，连续两次手术不仅花光
了全家人的积蓄，也因照顾女儿
无法正常务工，已经入不敷出。
但近期医院通知还需再做一次
手术，家中实在拿不出费用，无
计可施就只能求助平日上门走
访的民警。

了 解 情 况 后 ，民 警 多 方 了
解 政 策 ，陪 同 买 买 提 向 多 家 银

行 申 请 资 金 贷 款 ，但 由 于 不 符
合 条 件 ，银 行 审 核 均 未 通 过 。
民 警 便 将 此 情 况 汇 报 县 局 领
导，经讨论研究，公安局联系兴
洲 街 道 办 民 政 部 门 ，协 调 相 关
救助手续、措施，共同实施紧急
救 助 ，并 派 专 人 全 程 协 助 办 理
救 助 手 续 ，保 证 手 术 相 关 费 用
的筹集。

经民警和街道办、社区工作
人员的共同努力，仅用一天的时
间 ，就 申 请 到 了 5000 元 的 紧 急
救助金。买买提拿到这笔救助
金后，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拉住
民警的手说“太感谢你们了，为
我家解了燃眉之急！我女儿有
救了！”

民有所需，警有所为。略阳
公安将持续发扬新时代“枫桥精
神”，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用实
际行动回应群众的信任和期盼，
全 力 提 高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幸 福
感、安全感。

近 日 ，走 进 城 固 县 原 公
镇 西 坝 村 韩 安 全“ 工 作 室 ”，
韩 安 全 正 在 端 详 ，用 卡 尺 量
制 图 样 比 例 ，描 画 社 火 头 盔
初样。

“韩氏社火头盔是在古代
戏曲头盔和绘画作品基础之
上，遵循传统艺术和制作技艺
发 展 而 来 ，有 传 统 造 型 的 共
性，又有局部工艺的独特性。
图案、纹样富含寓意，经过精
细设计，使之线条流畅、层次
丰富。远看美观夸张，细看独
特细腻。另外，它可以通过对
配饰的拆减，变成不同人物戴
的头盔。”韩安全介绍。

社 火 又 称 演 社 火 ，是 指
在 传 统 节 日 里 扮 演 的 各 种
杂 戏 ，属 于 民 间 的 一 种 自 演
自 娱 活 动 。 晚 清 时 期 ，韩 安
全 的 大 爷 韩 艺 林 学 会 了 社
火 表 演 ，多 次 表 演 导 致 头 盔

服 装 损 伤 极 大 。 为 方 便 演
出 ，韩 艺 林 便 自 己 组 织 人 员
维 修 ，后 来 技 艺 逐 渐 成 熟 ，
由 维 修 发 展 到 自 行 设 计 制
作 。 到 民 国 早 期 ，其 制 作 技
艺 已 经 成 熟 ，并 且 形 成 了 韩
氏社火头盔自己的风格。

65 岁的韩安全孩童时期
便跟随父亲和兄长学习社火
表演和社火头盔制作。如今
这门手艺已传承一百余年，迄
今历经三代人。韩氏社火头
盔制作工艺较为复杂，所用材
料有皮纸、铁丝、牛胶、窑土、
蚕丝、金粉等十几种，要经过
绘图、雕刻、掐丝等制作流程，
前后近 30 道工序。几十年制
作经验的积累，韩安全结合社
火头盔“挤筋”工艺创新出了
浮雕头盔。经过几代人的不
断精心打磨更新，韩氏社火头
盔越来越精致、美观。

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
重视，社火也逐渐活跃起来，
社火头盔再次受到人们的喜
爱和追捧。每逢周边乡镇、县
城要表演社火，他们都要慕名
到韩安全这里购买头盔。然
而，因为制作头盔工序复杂、
耗时耗力，这门手艺如今却无
人 继 承 ，这 一 直 是 韩 安 全 的

“心头病”。为了让这门手艺
后继有人，城固县文化馆积极
帮助韩安全申请市级非遗项
目，镇村干部也主动协助他准
备申遗相关资料，每逢节日演
出也邀请韩安全参加展演，希
望通过各方努力，让更多的人
喜欢社火头盔，让这门手艺继
续传承下去。

打破单家独户分散经营的种植模式，成立润土合作社，走上了产业化、品牌化的发展之路——

留坝：“新农人”成为中药材致富“领头雁”
本报通讯员 李文博 夏子轩

周玉轩展示中药材天麻。 李文博 摄

汉中小伙全国赛艇锦标赛夺金

我市1家企业亮相中国质量（成都）大会
东裕茗茶严把品控关，其品牌价值达

2.63亿元，排名位居我省首位、全国第55位。

小事不小视

民警为群众及时申请5000元救助金

青年江娟回乡创业，以茶助农，让西乡茶叶搭上中欧班列走出国门——

8年，她见证从茶叶变茶业
本报记者 李扬

6 月 28 日，在北京举行的 2023 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高峰论坛上，江娟（左三）
同其他企业家们参加产品展示环节，并合影留念相互鼓励。 受访者供图

江娟在茶园查看夏茶生长情况。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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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传承社火头盔
时光沉淀百年匠心

本报通讯员 杜康 兰博瑞

○非遗传承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