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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在哪儿，梦就在哪儿”

54 岁的刘桂云戴着头巾，手拿剪
刀，在梯田忙碌着。她的工作是把地里
的草拔掉，以利于北苍术生长。“瞧，
这把草难拔，要用剪刀给它剪掉，拔的
时候注意不能破坏中药苗。”刘桂云活
儿干得很仔细。

刘桂云以前是村里的贫困户，一个
闺女在上学，多年来娘儿俩相依为命，曾
经几乎没有什么收入来源。“之前种玉
米，靠天吃饭，一年下来赚不到几个钱。”
刘桂云说，“现在有了中药材种植基地，
真不赖！我把承包地流转后，每年租金
2000 多元，在这儿打工一天挣 80 元，每
月也有 2000元收入，多亏了孙总！”望着
脚下这一大片北苍术，想想两年后收获
的情景，刘桂云露出灿烂的笑容。

刘桂云提到的孙总，叫孙士河，是
承德久财农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聊到下营子村近年来的大变化，要
从孙士河返乡创业说起。

“过去，家里生活困难。1993 年，
我就出去经商了。”孙士河卖过烧鸡、
豆腐，开过小卖店，也搞过建筑，终于
有了点积蓄，也积累了一些做生意的经
验。2014 年，在县、镇、村的号召下，
孙士河回到了下营子村。

“那时，村里没路没桥。”村子穷、
破、乱的场景让孙士河心里不是滋味，
他暗暗下定决心：干出点名堂来，带领
乡亲们致富！

产业是致富的关键。可人均土地面
积不足两亩、且多为山地的小山村，能
发展什么产业呢？孙士河与村两委班
子、扶贫驻村工作队一起研究，发现依
托当地优越自然条件、发展特色中药材
产业兴许是个路子。

于是，孙士河投资创办了承德久财
农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着力打造“热
河中药花海小镇”项目。正当他准备大
干一场时，就碰到了难事。“刚开始，
一些村民对土地流转有困惑，也有担
忧，认为公司在和他们抢资源。”孙士
河说，后来通过与村民进行细致的解释
沟通，大多数村民将承包地流转到了公
司。慢慢地，看到流转地有了收益后，
余下的人也流转了，100 多名村民还成
了公司员工。

在县镇党委、政府及村两委和村民
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努力，热河中药花海
小镇从最初的中药材种植基地，已经发
展成集中药材品种展示、生态种植、良种
繁育、观光休闲于一体的现代生态中药
材产业基地。“有了特色产业，沟壑变梯
田，山坡披绿装。”下营子村党总支书记
白桂娟介绍，乡亲们实现了“一地生四
金”的愿望：土地流转收租金、基地务工
赚薪金、资金入股拿股金、卖土特产挣现
金，人均收入由2015年前的3000多元增
至2022年的1万元以上。

“当时返乡有过犹豫吗？”面对记者
提问，孙士河不假思索：“哪有犹豫！
我从山的褶皱中走出，又回到山的褶皱
里。根在哪儿，梦就在哪儿。”

每天早上5点起床后，孙士河都要到
山上转一圈。“这是我的必修课。这里每
天一个样，过段时间这些中药苗开出各
种颜色的花，漫山遍野可美了！”他说。

“村里的人气聚起来了”

漫步下营子村，黄芩随处可见。
“现在是制作黄芩茶的旺季。”62岁的村
民王仲华和几个同伴正在地里采摘黄芩
嫩芽。“采尖一般是从黄芩第三个和第
四个芽之间的位置采，这部分最嫩，制
茶形状也好看。”王仲华边采边说，摘
下的嫩芽放在笸箩里，“这个通风，有
助于摊晾。”

来久财农牧打工之前，王仲华是一
名家庭主妇。“以前不挣钱，如今月收
入2500元左右。随着黄芩茶被越来越多
人熟知、认可，我们的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还有好多外地朋友专门向我打听，
这让我很有成就感！”提到采茶这份工
作，她显得十分开心。

在中草药文化体验中心，桔梗、千
日红、茯苓、蒲公英、玉蝴蝶、山百
合、金银花、金盏菊等各类中药材整齐
摆放。货架上，养颜茶、黄芩茶、鼠尾
草纯露、香囊等加工后的产品摆得满满
当当。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很多周边地
区的游客会来品尝、购买药茶，更远
地方的则直接快递寄回家。“黄芩茶卖
得最好，线上线下销售额一天最高能
到3万元！”

几年前，久财农牧引进自动化生产
线，建起药茶加工厂，不仅加工本村种
植的中药材，也收购周边村子的。走进
制茶车间，工人们正加紧制作一批酸枣
芽茶。工人梁金云50来岁，介绍制茶工
艺头头是道：“从采茶到成品，需要杀
青、晾晒、揉捻、炒制、提香等若干道
工序，哪道工序不到位或简化了，都会
影响茶的口感。”

梁金云是旁边金沟屯村村民。一次
和朋友聊天，得知下营子村有个药茶加
工厂，每月能挣2000多元，一直在家照
顾孩子的梁金云动了心。“我过来，骑
摩 托 也 就 10 分 钟 ， 老 人 、 孩 子 能
照 顾，打工还有钱赚，多好呀！”梁
金云说，现在制茶种类多了，附加值
也越来越高，1 斤好茶能顶上 1 亩地
租金呢！

热河中药花海小镇名气不断提升，
前几天通过了 4A 级旅游景区景观质量
评审，村里旅游项目也多了起来：中药
游、康养游、研学游、红色游……据介
绍，去年接待游客 6万多人次，旅游收
入达 800 余万元。今年“五一”假期，
每天来游玩的有1000多人。

90后村民赵丽娜在公司的宾馆负责
前台接待。对于有两个孩子的赵丽娜而
言，能在家门口找份工作是件幸福的
事。“来旅游的人多了，住宿的人就
多，村里的人气聚起来了。”赵丽娜
说，尤其到了寒暑假，房间要提前预
订，学校的老师会带着许多孩子来这儿
研学，学习中药文化知识，参加各种亲
子活动。

村民腰包鼓了，日子更有奔头，返
乡的年轻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孙士河
说，刚返乡时，村里没几个年轻人。眼
下，村里人气越来越旺，公司刚招进 5
个返乡大学生。“我们的行政、财务、
销售、文案策划等工作都有年轻人参
与，他们有知识，充满活力，是乡村振
兴的希望所在！”

“为村子发展添把柴、加把火”

临近傍晚，记者走进村民杨建国的
院子。杨建国正在专心做饭，并未留意
来了人。

杨建国今年66岁，因患有再生障碍
性贫血，没有劳动能力。很长一段时
间，一家三口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村
里发展旅游，老伴到久财农牧打工，家
里 4 亩地流转有租金，女儿也在城里
上班了，生活才渐渐有了起色。”杨建
国说。

“杨大妈，我来看看您！”正聊着，
进来一位穿着户外服、运动鞋，皮肤黝
黑的男子，用带着浓重南方口音的普通
话向杨建国打着招呼。

“左书记来了！”杨建国一脸高兴：
“左书记这两年可没少帮俺们！”

眼前的这位“左书记”，是下营子
村驻村第一书记左松涛。在村里，提到
这个名字，没有人不竖大拇指。这是村
民对左松涛的信任，而信任的背后是他
对下营子村及村民的真心付出。

左松涛出生在湖南农村，“回农村做
点实事”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直到 50
岁仍未改变。2021 年，他主动向单位申
请，被选派到下营子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刚到村里时，我知道中药材是这
儿的特色产业，乡村旅游也初现雏形。
如何为村子发展添把柴、加把火，是我
反复琢磨的问题。”左松涛说。

思考再三，左松涛打算从改善基础
设施入手。“没有好的配套，就吸引不
来更多游客。”他协调国家电投实施

“亮灯工程”，为村子安装路灯 350 盏、
维修路灯 160 盏；还协调县涉农资金投
入，完成了6000多米旅游观光道路硬化
和500多米河道堤坝修建。

当地村民有养殖土蜂的传统，而村
里山地面积3.2万亩，有野生中药材100
余种，如此优质的资源正好为蜜蜂提供
了丰富花源。何不把蜂蜜产业做大，打
造下营子村自己的品牌？

说干就干！他带领村民赴外地学
习蜂蜜生产加工流程，邀请专业企业
指导村民对蜂蜜进行加工、包装……
不懈努力下，“临风听蝉农牧专业合
作社”成立，打造出“永酿”品牌蜂蜜，
不但为蜂农拓宽了销路，也为村集体
增收。

为 了 让 下 营 子 村 富 起 来 ， 这 两
年，左松涛没少干事：直接引进企业
和社会帮扶资金近 1000 万元，拉动各
类资金投入近 2000 万元。“从争取资金
修温室大棚，打造有民俗特色的红色
村组织示范村，到为留守儿童建“童
伴妈妈”之家，再到村里举办各种文娱
活动，都有左书记的身影。”白桂娟说，
细数一件件实事，乡亲们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左松涛现在有个习惯，只要一有时
间，就围着村子遛弯。按他的说法，一
来可以认真思考问题，二来不会错过村
子的每一处变化。“这儿在建的是农产
品展销中心，这一块是足球场，人们到
时候可以来踢球、玩飞盘。村子一天
天变好，就像看着自己孩子茁壮成长
一样高兴。”左松涛边走边说，笑得像
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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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滦平县下营子村
地处燕山深处，是热河黄芩、
北苍术、北柴胡的道地产区。

刚被小雨冲洗过的小山
村，空气格外清新。在村里的
中药材种植基地，几名妇女
正在种满北苍术的地里除草。
这样的劳作场景，随处可见。

近年来，下营子村大力
发展中药材种植，打造燕山
中药材经济核心示范区，种
植了黄芩、苍术等104个品
种的中药材。同时，融入普通
话文化、民俗文化、养老养
生、健康旅游等多元化发展
要素，积极推动乡村旅游，擦
亮“花海小镇”和“热河药谷”
招牌。通过发展特色产业，下
营子村不仅绿了荒山，乡亲
们日子也有了奔头。

▲中药材种植基地景观。 本报记者 史志鹏摄▲中药材种植基地景观。 本报记者 史志鹏摄

▲药茶加工厂的工人在包装茶叶。 本报记者 史志鹏摄

▲热河中药花海小镇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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