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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学农出身”

和煦的春风拂过罗霄山脉，轻吻着

湖南省炎陵县大地上的万物。坡坡岭岭

上开满桃花，如铺开了一层粉红色云霞。

中村瑶族乡鑫山村的一个黄桃园

里，走进一个熟悉的身影。他用微笑与

桃花打着招呼，用粗糙的双手轻抚生机

勃勃的桃枝。

来人叫谭忠诚，自从参加工作起，就

双脚扎进泥土，从未离开炎陵。眼下，年

过花甲的他，还兼任县黄桃产业办副主

任，并在鑫山村经营着一个黄桃园。

此刻，他又想起了老书记。

老书记是株洲市政协原副主席、炎

陵县委原书记黄诗燕。

黄诗燕，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可他

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 56 岁。2019 年

11 月 29 日，在炎陵脱贫攻坚一线奋战 9
年之久的黄诗燕，倒在了罗霄山脱贫攻

坚的第一线……

“您就是老谭！”黄诗燕紧紧握着谭

忠诚的手说：“我也是学农出身。”谭忠诚

常会想起与黄书记第一次见面时的情

景，就像见到一位久违的老友。

中等身材，谦和敦厚。谭忠诚在心

里 打 量 着 这 位 新 上 任 的 书 记 。 那 是

2011 年 7 月 29 日 ，正 是 黄 桃 丰 收 的 季

节，也是黄诗燕到炎陵担任县委书记的

第三十四天。

彼时的谭忠诚刚卸任县科技局长，

任株洲市科技特派员。那天他正在霞阳

镇山垅村的黄桃种植基地作技术推广。

他们一边漫步在果园，一边聊着炎

陵黄桃的过去与未来。

“炎陵何时开始种黄桃？”

“准确说应该是 1987 年。1986 年上

海的锦绣黄桃获了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

奖，第二年我们就慕名去买了 100 棵树

苗回来种植。”

“怎么想到种植黄桃呢？”

“说好听点，是探索。说得不好听，

就是被生活所逼。”

“此话怎讲？”黄诗燕用惊诧的眼光

看着谭忠诚。

“ 炎 陵 山 连 着 山 、坡 连 着 坡 ，再 加

上 是 稻 瘟 病 高 发 区 ，靠 种 植 水 稻 根 本

吃 不 上 饱 饭 ，所 以 我 们 就 种 植 果 树 。

黄 桃 虽 然 本 是 北 方 品 种 ，但 炎 陵 比 较

适合种植。”

“为什么？”

“其一，炎陵海拔高，温度较低；其

二，炎陵沙性土壤多，透气性好。炎陵的

黄桃，又香又脆又甜，非常受欢迎。”

“全县种植了多少亩？”

“只有 5000 多亩，而且超过 50 亩的

种植大户还没有。”

“既然黄桃品种和效益都好，为什么

不扩大种植规模，将其发展成炎陵的特

色产业？”

“想过，但反对声不少。以前种植柰

李和新世纪梨面积过大，后来市场不好，

不少老百姓只有把树砍了。他们也怕黄

桃种植面积过大，没人要。而且黄桃对

技术的要求很高。”

“看准了就得大胆干，技术不是问

题，农业部门全面提供技术保障。”

随后，他们来到村支书陈远高家的

黄桃园。陈远高兴奋地介绍着黄桃。

“包装盒不行，不能与炎陵黄桃的品

质 相 匹 配 ，必 须 打 造 和 宣 传 好 这 个 品

牌。”黄诗燕严肃地说道：“必须改，现在

就改。”

黄诗燕确实是有些急。地处湘东南

井冈山西麓的炎陵，是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主要县之一。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

中，这片土地上曾有 3.8 万名儿女献出了

生 命 。 但 是 如 今 ，全 县 贫 困 发 生 率 达

19.5%，农民人均年收入仅 2970 元。

2011 年底，炎陵县委、县政府将黄

桃产业列入“一带八基地”特色产业发展

规划，作为“重中之重”来发展。全县培

育 5 个优质高效示范点，扶持 171 个科技

示范户，建立“合作社+基地+农户+电

商”模式。

从那时起，谭忠诚成了黄书记办公

室的常客，谈话的内容却一直没变：如何

发展县里的黄桃产业。

“老谭，这次由你来当县黄桃产业办

副主任，虽是编外岗位，但责任重大呀。”

“老谭，今天黄桃销得如何？”“老谭……”

听说长沙来了一批大学生到炎陵进

行社会实践，调研黄桃产业发展情况，黄

诗燕主动找到他们，诚恳地说：“同学们，

你们一定要好好宣传炎陵黄桃。我们的

黄桃不是简单的产业，它维系了老区百

姓的生计，是民生大计问题。”

…………

炎陵黄桃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影响

越来越大，脱贫致富的脚步也越来越快。

2018 年 8 月，炎陵脱贫摘帽。 2020
年，全县黄桃种植面积超过 8 万亩，近 6
万人进入黄桃产业链，近 60%贫困人口

通过种植黄桃实现稳定脱贫。

而现在，黄桃不仅改变了炎陵的贫

困面貌，让炎陵走上乡村振兴的道路，更

改变了乡亲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全县有微商 6000 多家，在网上注册的农

产品网店 300 多家。不光卖黄桃，还卖

竹笋、蜂蜜、食用菌、腊肉等。农产品变

成了商品，农民变成了农商，从封闭走向

开放，由单一发展变成了多元发展。过

去满足于过小日子的山民，现在学会了

如何避开产业同质化发展、怎样让产业

转型升级……

“大姐，我来锄两把”

“大姐，我来锄两把。”黄诗燕走进菜

园，对正锄地的妇女说道。

对方叫黄福香，是霞阳镇大源村村

民。60 来岁的她，锄起地来异常吃力。

她听不太懂黄诗燕说的普通话，依

然自顾自锄地。

村干部用当地方言告诉她，这是县

委书记，来村里走访调研。

黄福香一惊。

这时候，黄诗燕从她手中夺过锄头，

娴熟地锄起地来。

这是 2015 年 10 月 9 日。

看到吃力锄地的黄福香，黄诗燕的

第一反应是：她是不是身体不好，家里情

况如何……脑子里蹦出一连串问号。

黄诗燕觉得，作为干部，要善于从细

节入手，向实处着力。

黄诗燕一边锄地，一边和黄福香聊

了起来。

“我看您锄地时很吃力，是不是身体

有状况？”

“我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不敢用劲。”

“哦！去医院看过病没有？”

“ 看 过 ，属 于 慢 性 病 ，要 长 期 吃 药

才行。”

“家里呢？”

黄福香指了指不远处的山坡，两间

土坯房杵在那里。

“到家里看看。”黄诗燕把锄头放下，

说道。

这时，黄福香沉默了。

黄诗燕知道她的心思，便说：“没关

系，有什么困难，可以跟大家说，大家一

起想办法。”

房子的大门两侧靠砖头塞着，四面

透风。可以想象，下雨天一定会漏雨进

水。屋内，除了两张简陋的木板床，几乎

没有家具。

不是还有老伴吗？可是老伴身体残

疾，干不了重活。

大源村是出了名的山高、路远，交通

不便，十分贫困，而黄福香家是大源村最

为偏远的一家。

黄诗燕明白了，为何黄福香家会成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三十好几的小儿子

为何还没能成家。

黄诗燕深知，要让这个家庭真正走

出贫困，首先要让他们树立信心。这不

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耐心细致地做

工作，需要坚持不懈地鼓劲加油，更需要

真正走入他们的内心。

说起家里这本经，黄福香的眼眶湿

润了：“大儿子已经成家单独过，在县工

业园区上班，但也只能勉强糊口。虽然

村上照顾，让小儿子在村里当护林员，但

这点工资还不够糊口。”

“ 大 姐 ，您 放 心 ，一 定 能 渡 过 难 关

的。”黄诗燕对黄福香说：“我也是从大山

里走出来的，知道贫穷的滋味。”

后来，黄诗燕每月都会准时到黄福

香家来看看、坐坐，拉拉家常，干点农活。

渐渐地，黄福香一家对黄诗燕也不

再生疏和拘谨，掏心窝子的话都跟黄书

记说。

再后来，黄福香的小儿子到县工业

园区上班了，他们一家住进了炎西村安

置点。 100 平方米的新房里，不仅有新

家具、新家电，还接入了网线。媒人开始

上门说亲了。

黄福香知道黄书记很忙，所以从不

给他提要求。

但有个事破了例。

“ 到 了 安 置 点 ，能 不 能 分 几 块 菜

地？”搬到安置点前，黄福香怯怯地跟黄

书记说。

黄诗燕笑了。

黄福香分到了 6 块菜地。

没成想，后来，这 6 块菜地成了黄福

香对黄书记最好的思念。现在，只要走

进菜园，挥起锄头，她就感觉总有股力量

在帮着她。

这，只是黄诗燕日常工作中的一个

缩影。在炎陵的 9 年里，黄诗燕先后实

地调研了 11 个乡镇（场）、54 个村。

可是，他也是丈夫，也是父亲。他实

在是太忙了，哪怕是与妻子和女儿视频聊

聊天，都成了一件特别奢侈的事情……

坐落在炎陵的酃峰是湖南本地的一

座高峰。策源乡梨树洲村就在酃峰脚

下，拥有酃峰、次生林、冰臼群和白水瀑

等自然风光，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2012 年“五一”刚过，黄诗燕就来到

了梨树洲村，这是他第一次到这个村子。

沿着蜿蜒的溪流往前走，黄诗燕被

眼前的美景吸引住了。“这里发展旅游，

具有天然优势。”他在心里喃喃自语道。

然而梨树洲村的现实情况，让他的

心情沉重起来。

“我们村有两户人家开了农家乐。”

村支书伍英华说。

“生意如何？”黄诗燕问。

伍英华低声说道：“别提了，没人愿

意来。”

黄诗燕感到奇怪。

“电都没有，谁愿意来呀。”伍英华

说：“村民也装了微型冲水式发电机，但

要看河的‘脸色’，河里水量大电量就高，

水量小电量就低，极不稳定。电灯泡都

难以带动，更不用说其他电器了。不要

说搞农家乐，就是生活都没了信心。”

黄诗燕有些震惊。

如何让村民振作起来？

“光精神上的鼓励不行，必须改变这

里的面貌，让村民看到希望。”黄诗燕想。

如何改变？

先通电！

回到县里，黄诗燕立即与相关部门

沟通，探讨梨树洲村通电的可行性。一

番探讨后，得出的结论是：给梨树洲村通

电可行，但需要花 200 多万元。

“为八十几号人，花这么多钱，不划

算。”当即有反对声。

“改善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花再多

的钱都值！”向来谦和儒雅的黄诗燕拍着

桌子说。

“既是给村民通电，也是给他们输送

信心，点燃发展旅游的希望。”黄诗燕继

续说道。

黄诗燕的前瞻思维很快就得到了

验证。

梨树洲村通电后，手机有了信号，电

视有了节目，基础设施不断得到改善。

更重要的是，村民找回了信心。20

来户人家开起了农家乐，有的还办起了

竹笋加工厂。

现在，这里游客如织，村民们的日

子，随着旅游的发展越过越好。

“有什么困难，有什么
想说的，都可以跟我说”

“他是个聋哑人。”

听到这句话，黄诗燕迅速停下脚步，

微笑着，面向他。

2013 年 1 月 21 日，黄诗燕到霞阳镇

坎坪村廉租房小区慰问困难群众。

聋哑人叫罗满庆，是特贫户。工作

人员考虑到这一特殊情况，只安排黄书

记跟他握个手，送去慰问金。

“我要跟他好好聊聊。”黄诗燕却说。

黄诗燕从包里掏出笔记本和笔来。

只要有心，总会有交流的办法。

“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黄诗

燕在笔记本上写道。

罗满庆非常惊喜，接过本子和笔写

道：“我叫罗满庆，今年 49 岁。”

“家里有几口人？”

“四口人。”

“在哪里做事？”

“在镇上打扫卫生，负责 6 个村民小

组的卫生。”

“美丽炎陵，清洁家园，有你一份功

劳。”黄诗燕写下这句话，然后伸出大拇

指，送给罗满庆一个大大的赞。

罗满庆报以微笑。

“ 一 个 月 能 挣 多 少 钱 ？”黄 诗 燕 又

写道。

罗满庆回应道：“一千八。”

“够花吗？”

“够了。”

“国家对残疾人有优惠政策和补贴，

享受了没有？”

罗满庆微笑着使劲点头。

“希望你能克服困难，在党和政府的

帮助下，用自己的双手去让生活变得越

来越好。”

小区的人说，很少看到罗满庆这么

高兴。

不是因为送来了慰问金，而是黄书

记走进了他的心灵。

黄书记不光走进了聋哑人无声的世

界，还走进了孤寡老人孤独的内心。

2017 年 4 月 9 日，黄诗燕来到大源

村谢长秀老人家。他一边紧紧地握着老

人的手，一边拉着家常。

年过八旬的谢长秀，只有一个女儿，

前些年女婿因病去世，女儿改嫁，留下一

个外孙与她相依为命。

“您真是县上的书记吗？”老人认真

地问道。

黄诗燕笑着，拍着老人的手，说：“您

看像不像？”

老人笑了。

“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说的，都可

以跟我说。”黄诗燕说。

老人从自己嫁到大源村开始说起，

说到以前的苦日子，说到现在吃的穿的

用的，说到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还说到山

村的变迁……

老人说着说着，笑了；说着说着，又

哭了。

黄诗燕拉着老人的手始终没松开，

他耐心地倾听着。

听着听着，黄诗燕的眼眶湿润了，他

感受到了一位炎陵老人的质朴与坚强。

就这样，黄诗燕与老人交流了近两

个小时。

这是多么美妙的心灵之语……

2020 年 11 月 18 日，黄诗燕被授予

“时代楷模”称号；2021 年 2 月 25 日，被

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采

访中，炎陵的朋友告诉我，黄书记在炎陵

任职 9 年，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广受赞誉，

人们习惯称呼他为“好书记”“好同事”

“好兄长”“好老师”……

这一个个“好”字，难道不是对一名

共产党员的最高奖赏吗？

题图为酃峰风光。 童 迪摄

坡坡岭岭一片情坡坡岭岭一片情
纪红建纪红建

擂鼓峰的山岚散去，天一下子就

放晴了。山野葱茏，茶园新发，空气中

飘逸着盈盈的草木清香。

巧女婆挎着竹篮，篮中是茶园中

刚采的茶芽。她正在鄣山村制茶技艺

非遗馆，向村支书汪飞打探何时开秤

收鲜片。

“你知道的，山上气温低，每年都

比其他地方开采迟。今天是谷雨，约

莫还得一个星期才能开园。”虽然正忙

着其他事情，但是汪飞还是耐心地解

释着村里茶叶开园的日期。

巧女婆神秘地说：“今天刚开始

摘，也没个底。”

“你就等着开园吧，鲜片还会是老

价格，只走高，不会低。”看到巧女婆疑

惑的神情，汪飞笑了。在他心里，茶农

所说的事都是正事。

制茶技艺非遗馆周边，是漫山遍

野套种了桂花树的茶园，一侧连着村

茶厂，那里有一排排虚位以待的电动

制茶机。过不了几天，这里将是鄣山

村集中飘出茶香的地方。

鄣山村在擂鼓峰下深处，擂鼓峰

是江西婺源北部海拔最高的山峰。鄣

山村村民世代都是靠种茶制茶养家糊

口 。 想 来 ，村 里 哪 一 家 能 离 得 开 茶

呢？一片叶子，又联结着多少可以追

溯的过往。

1935 年 5 月 28 日，鄣山村成立了

党支部，一个个山里的茶农开始走上

了革命的道路。后来，随着几次会议

在鄣山村相继召开，这里成了点燃、传

递皖浙赣革命火种的地方。

没有到过鄣山村的人，很难想象

山崖的陡峭险峻。上山长达 17 公里

的盘山公路，是在从山中走出去的将

军 关 心 下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初 才 修 建

的。通车那天，将军以“老鄣山”的名

义来了，他忘不了冒着生命危险曾经

给自己送粮送盐的乡亲，还有那一碗

温热的茶。

一碗清茶，不知引出了多少军民

鱼水情的佳话。

所有这些，既是汪飞 2008 年担任

村支书的第一课，也是他坚定人生信

仰的重要一课。他任村支书时正好而

立之年，而第一任支部书记余玉堂牺

牲时，比他还小一岁。在这片土地上

土生土长的他，在村史中找到了精神

动力。村中纪念碑上先烈们的名字，

成了他和全村党员学习的标杆。

心中情感的波澜，像茶园的绿浪

一样缠绕着汪飞。“不瞒你说，当时家

家户户都穷巴巴，村里还欠着账呢。

怎么做，才能让全村 140 多户乡亲脱

贫致富，是面临的大问题。”

鄣山村方圆 50 公里范围，2000 亩

茶园分散在一家一户。茶园是松散

的，采制也是。这意味着形不成规模，

没有规模，效益也难以提高。

不能守着青山绿水过穷日子。汪

飞暗自想着，目光则始终盯在茶叶上。

汪飞不甘于走祖辈种茶、制茶的

老路。经过一番摸索，他首先在村里

成立了生态环境理事会，把“严格按照

标准管理茶园，坚持不施化肥、不打农

药，做到有机种茶、制茶，每斤鲜叶奖

补 6 元”写进了《村规民约》，并由 3 名

党员、群众代表负责监督评比。

这样一来，村民有机种茶、制茶的

积极性调动了起来，茶叶的生产加工

也引进了先进的设备。2015 年，鄣山

村跻身全国“一村一品”（有机茶）示范

村行列。

应运而生的，还有鄣山顶土特产

专业合作社。

在世代种茶的茶农眼里，“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毕

竟是一种新模式，因此村里只有六成

茶农加盟。然而让观望的茶农没想到

的是，当年合作社成员每户增收 2500
多元。

这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大的转

折。在后面的几年里，村里全体村民

加入合作社，带来的是户均 2 万多元

的茶叶收入。当中，因病致贫的村民

藏红莺感触尤其深，她的两个孩子上

学的钱，全靠合作社发放的红利。不

仅鄣山村 18 户贫困户尝到了甜头，还

惠及了周边村子 32 户贫困户。

村委会的窗外，斑鸠正在咕咕地

叫着。汪飞说起，每当看到村民和贫

困户开心的样子，瞬间就会觉得，自己

遇到的所有困难都不算什么了。

不过，鄣山村位置偏僻，发展茶产

业，生态资源是优势，人才、技术靠自

身的力量仍然有限。在汪飞的带领

下，鄣山村先后与中科院茶叶研究所

种植基地办、江西婺源茶业职业学院

等开展基地结对共建，并推荐个人入

选市级绿茶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为

了便于对接茶商、茶企，汪飞把合作社

的窗口前移到县城。村子和县城之间

来回 100 多公里两头跑，成为他的生

活日常。到了一年之中最忙的茶季，

他让妻子守在合作社，自己家中的 20
亩茶园只能交给父母打理。

在海拔千米的高山上，鄣山村又

新开发了 200 多亩有机茶园。“采茶姑

娘茶山走，茶歌飞上白云头。”一到茶

季，茶韵缭绕的鄣山村，一位位采茶姑

娘踏歌而来。

眼前的汪飞，个子不高，心气却很

高，干事的劲头也很足。谈到以脱贫

攻坚的精神，去寻求鄣山村的茶旅融

合，去谋划鄣山村的乡村振兴，他信心

满满。

茶，是大自然的恩惠。在鄣山村，

汪飞带着父老乡亲种茶，也种下幸福

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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