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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春

今年 35 岁的朱红杰在

某建筑公司干活，年收入十

多万元。33 岁的妻子王文

利在某保险公司上班，月工

资五六千元。这样的家庭收

入已经让人很羡慕了，但去

年发生的一件事，让这对夫

妇又有了新的追求。

朱红杰和王文利是金

台区金河镇永利村 7 组村

民。去年夏天，村里举办花

卉节，整个塬上人山人海，

川流不息。一天，正在建

筑公司干活的朱红杰接到

村党支部书记宁广红的电

话，建议他回村开办农家

乐。朱红杰早就听工友易

保国说过，农家乐办好了

比打工挣钱。易保国是凤

翔区陈村镇大海子村人，

村里的大海子羊肉远近闻

名。于是，朱红杰回村投资

80 多万元，盖了一院二层

小楼，开办了一个 200 多

平方米的农家乐——“恒

聚源羊庄”。

永利村办农家乐，朱红

杰并非第一家，但他毕竟

在城里打拼多年，算是见

过世面的年轻人。他的农

家乐是按正规饭店的标准

建造的，他还带着 2 名厨师

到易保国老家系统学习大

海子羊肉的做法。虽然“羊

庄”正式营业已是 9 月，错

过了人流高峰期，但两个

月的经营和收入情况，还

是深深震撼到了他。

“今年计划再投资 80

万元，在附近的宝丰村流

转 100 亩 地，建 一 个 500

只规模的肉羊养殖场，年

过完就实施。”这是朱红杰

在正月初二家人聚会时宣

布的一项决定。按计划，夫

妻双双从原单位辞职，全

部向农家乐转型，妻子经

营农家乐，他负责养羊，巧

借永利村“8 个月有花赏、

有景看、有处游”的东风，

在乡村振兴大潮中打拼不

一样的人生。

8 张桌子座无虚席，服务员

上菜忙得脚不沾地，门迎忙着招

呼客人，大厨陈斌在后厨飞快地

颠勺炒菜……2 月 6 日 13 时许，

门外雪花飞扬，凤县黄牛铺镇东

河桥村斌斌农家乐的生意却好

得出奇。

春节大年初一至初六，依托自

家开办的斌斌农家乐，老板陈斌一

家实现了“开门红”。陈斌笑着告诉

记者 ：“别看我这农家乐不大，一

天却能接待好几百人哩！工作也

都是‘内部消化’，我是店里的大

厨，媳妇陈静做起了门迎兼收银，

上初中的闺女也利用寒假在店里

当起了上菜服务员，一家人全都

‘上阵’了。”

为啥这家农家乐春节生意这

么好？这得益于该村得天独厚的

旅游条件。这里距离市区不过一

小时车程，平时有不少人来这里

旅游，春节期间更是每天有数千

名旅客通过宝成铁路前来这里游

玩赏雪。

“就说春节这几天，每天都有两

三千名游客搭乘火车来到村里。”陈

斌说，“游客基本上都会在村里吃一

顿午饭，自家产的干豆角、腊肉、木

耳、土鸡蛋最受城里人欢迎了，就靠

这顿午饭，我家每天的营业额就达

3000 元。”

村容村貌大改观，

街道整洁路面宽，

二层楼盖在街两边，

小汽车开进农家院，

自来水接在锅台边，

天然气做饭更方便，

家用电器样样全，

农家大院乐翻天。

脱贫致富腰包圆，

群众心里比蜜甜。

春节期间，在我市小有名气的

“宝鸡快板哥”雒存志创作了一个快

板作品，满怀激情赞颂幸福生活。他

在市区公园、商场等地演出这一作品

时，受到了群众的称赞。

雒存志是我市凤翔区人，虽已年过

六旬，但说起话来谈笑风生、底气十足。

几年来，他创作了60多个宣传宝

鸡的快板作品在全市城乡表演，并进行

网络直播，如今的他闻名遐迩。他还在凤

翔区创办上百人的永乐义务宣传队，自

掏腰包10万元，购置了灯光、音响、宣传

车辆等活动设施，进社区、下基层、到机

关、赴广场，义务组织文艺演唱活动，宣

传国家的好政策、赞颂百姓的好日子。

“我当过兵，当过工人。这些年，多亏

国家的好政策，让我抓住机遇，干出了自

己的一番事业。”雒存志说，吃水不忘挖井

人，这些年，他的企业不仅提供了60多个

就业岗位，他还利用自己市人大代表的身

份，开展义务培训，为农村青年传授创业

经验，利用新媒体平台销售当地农产品，

成为不折不扣的“公益达人”“网红达人”。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我就不可能拥有如今幸福的生活；

没有党和政府的关怀，我也就没有这

么大的社会平台。”雒存志说，他要用

手中的快板赞美宝鸡、赞美时代——

咱宝鸡，美得太，

社会事业大步迈。

教育卫生和文化，

改革红利惠万家，

医保社保及合疗，

大病救治没烦恼。

新时代，新气象，

宝鸡儿女士气旺，

携手并肩向前跑，

宝鸡明天更美好，更美好！

陈仓区周原镇文广村田家保：

移民搬迁十余载  幸福生活节节高
本报记者 李依涵

“田家保，给你家送春联送肉来

咧！家里都安顿好了没？还有啥要帮

忙的？”“都安顿好啦，啥也不缺，就等

过年啦！”1月 28日，临近春节，身穿

“红马甲”当起志愿者的陈仓区周原镇

文广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赵小

鹏，在门口就和村民田家保聊起天来。

今年45岁的田家保是文广村七

组村民，2011年从西部山区移民搬迁

至文广村，带着挪出“穷山窝”、过上好

日子的期许，住上了村里建设好的独

栋小楼，开启了全新生活。安居才能乐

业，在十余年间，田家保和妻子范银珍

都在家附近的育才玻璃制瓶有限公司

上班，一个月能挣到6000多元，一家四

口生活有了保障。如今，田家保的女儿

在念大学，儿子在读高中，夫妻俩下班

了一起遛弯、养花，生活十分幸福。

“我们原来在大山里，住的是泥

房子，那时候全家一年收入不足万

元，是村里的贫困户。现在我们家收

入是以前的十倍左右哩，你看，这是

今年新换的燃气灶。”厨房里，范银珍

和来帮忙的赵小鹏拉家常，感慨家里

的日子越来越好。

田家保夫妻俩是移民搬迁中

的一个缩影。2008 年前后，243 户

1300 余口人分三批从西部山区凤阁

岭镇后排村移民搬到文广村七组，他

们和田家保一样，不光住上了新房

子，也在附近的育才玻璃制瓶厂、大

地纺织厂、润星超市等企业找到了工

作。2021 年，全组人均年收入达到

25000 元，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好

起来”的生活目标。

赵小鹏在前往下一家送春联的路

上，看到整齐划一的村民住房门前大

多停着私家汽车，他欣慰地说：“村民

的生活真是一年比一年更好了！”

陈仓区赤沙镇姬家沟村赵宝林：

“虎年更有盼头了！”
本报记者 郑晔

“过年买了个猪头，肉

已经煮上了，现在就等儿子

一家回来了！”1 月 31 日，

农历腊月二十九一大早，

走进陈仓区赤沙镇姬家沟

村的赵宝林家，厨房里飘出

阵阵香味，客厅的餐桌上，

饮料、瓜子、糖果摆得满满

当当。老两口正张罗着贴对

联、贴福字，红红的脸庞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坐在温暖的房间，回顾

刚刚过去的 2021 年，花甲之

年的老赵感到十分满足 ：村

上发展花椒产业，打造千亩

花椒园，在村干部的帮助下，

他种了 6 亩花椒，去年刚刚

开始采收，碰上花椒价格也

好，挂果第一年花椒收入就

达到 2万多元。此外，还有卖

粮食、核桃的钱，一年下来在

家门口就能有不错的收入。

“孩子们也很懂事，去年

儿子买了一辆新车，带我和

老伴去城里检查身体，坐私

家车进城的感觉真不错，又

快又稳！儿子还给家里装了

空调，用不上，乱花钱！”老

赵指着火炕上方的新空调

高兴地说。离过年还有半个

月，老赵的女儿就给他转了

1000 元，让他买新衣服、置

办年货。“咱这山里人，穿衣

不讲究，我就拿来好好地办

了些年货。”

家里喜气洋洋，老赵十

分高兴。他说，他刚 60 岁，身

体也没啥大毛病，虎年他还

要好好干。他听村干部说，种

植山桐子前景很好，于是在

种好花椒之外，种了 2 亩山

桐子，干得好的话每亩能增

加 6000 元的收入。“我觉得

虎年的日子更有盼头了！”

他爽朗地笑着，笑声传出小

院，回荡在山间……

金台区金河镇永利村朱红杰：

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本报记者 裴兴斌

“宝鸡快板哥”雒存志：

自编快板书 赞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郑晔

朱红杰夫妻俩门前合影

凤县黄牛铺镇东河桥村斌斌农家乐：

每天营业额达3000元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春节期间，斌斌农家乐顾客盈门。

赵宝林给家门上贴福字

范银珍高兴地接过志愿者赵小鹏送来的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