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一 首席编辑：刘方创意：陈艳质检：刘凤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

6263965

信阳

A

4

民生

编者按：

每到春节，在外奔波的人们都要回到家乡，因为根在那里，亲人在那里，我们
的生活经验和记忆都在那里，哪怕相隔千山万水，哪怕需要风雨兼程。这个春节，

你回老家过年了吗？ 有没有到故乡的土地上去走一走，闻一闻新春泥土的气息？

在本报记者春节回乡的所见所闻所感中，他们看到了家乡的“颜值”在不断增加，

感受到家乡人生活的幸福指数也在与日俱增。

陈家富的茶业梦

今年的这个春节，陈家富格外开心，

不仅仅是因为在外上大学的女儿放假回
来了， 更是因为他距离自己的茶业梦又
近了一步。

家住茶叶之乡河区董家河镇天云
村的陈家富这几年尝到了炒茶卖茶的甜
头，不仅翻新了房屋，还盖起了小型茶叶
加工厂，日子越过越红火。 春节这几天，

除了招待亲戚， 一有空闲陈家富就钻进
自己的小加工厂， 整修炒茶机械和各种
炒茶工具， 翻来覆去不知道整理了多少
遍，但每一次陈家富都格外认真。

陈家富告诉记者， 前些年一心奔向
大城市的他根本看不上在家炒茶卖茶的
小买卖，家里的茶山都交给亲戚管理了。

本想着能在大城市混出个样子， 可是出
去好多年，钱没挣多少，眼看着村里人一
个个都靠着茶叶富裕起来， 陈家富再也
坐不住了。 最终，陈家富决定回到家乡，

做自己曾经“看不起”的茶叶。 既然决定
干就要干好， 他从亲戚手里拿回了自家
的几十亩茶山， 一锄头一锄头地整理茶
山， 原本不会炒茶的他凭借着吃苦耐劳
的精神，跟着老师傅一点一点地学，炒不
好就丢掉。 就这样， 经过细心的钻研摸
索，陈家富终于掌握了炒茶技术，而且越
炒越好，成了远近闻名的炒茶能手。

茶叶炒出来关键还要有市场。 陈家
富背着自己炒的茶叶几乎跑遍了郑州、

武汉的茶叶市场，就这样，他的茶叶越卖
越好，积累了很多固定客户。每到茶叶开
采的季节， 许多客户都是提前打电话预
订。绿茶只有一季，看到信阳红茶在市场
上销售得也很好，陈家富又有了新想法。

2014

年，陈家富又参加培训班，学习了
红茶制作技术，利用夏秋茶做起了红茶，

并很快打开了市场。 原来就在自家院子
里的小作坊已经不能满足需要， 陈家富
便重新盖了几间房屋， 作为自己的加工
厂专门炒茶，茶叶产量明显提升。

谈及未来的打算， 陈家富还有一个
更大的梦想，那就是不断扩大规模，成立
自己的茶叶合作社，成立自己的公司，带
动更多的乡亲一起靠茶致富奔小康。

仰仗好山水走出致富路

“看得见好山好水，呼吸着
新鲜空气， 这是最好的新年福
利啊！ ”在罗山县潘新镇，从河
北回乡过年的小李对家乡满是
留恋。 “在家里，感觉整个人都
轻盈了很多， 都不舍得离乡去
上班了！ ”

留守在老家的小李的父亲
李顺表示，自己幸福感极高。李
顺的老家在潘新镇李桥村，一
条宽阔的河流穿村而过， 村子
周围高低错落的山丘环绕，仰
仗着家乡的好山好水， 李顺在
家走上了致富路。

二十年前， 李顺为了照顾
一家老小， 在村里靠卖些油盐
酱醋等生活必需品支撑一家的
花销。 “那时店面小，货架上也
没啥商品， 有时几天也没有一
个顾客。 ”

而今， 李顺家的杂货铺变
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小超市，

各种商品， 应有尽有。 新年期
间， 来来往往的人都从李顺手
中买年货。

李顺说， 自己事业的发展
全仰仗着家乡的好山水。 “近些
年，来咱们家乡垂钓，休闲的人
多了， 我小店的生意也越来越
好了。 ”除了经营超市，头脑灵
活的李顺还承包了家乡附近的

一个鱼塘，供游人休闲垂钓。随
着游人越来越多， 李顺还做起
了农家饭。 “在家乡，就能挣大
钱。 ”提起李顺，乡亲们常常竖
起大拇指。

收入增加了， 李顺家买了
私家车， 又在信阳市区购置了
新房。 “虽然市区有房，还是愿
意住在老家里，环境好，心情舒
适， 在家乡就能享受高品质的
生活！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依仗家乡好的生态环境发展致
富的李顺只是扎根家乡， 谋求
发展的群体的一个缩影。

车辆驰骋在村里平坦的水
泥路上，车窗外，风景如画。

本报记者李亚云

本报记者王娟

出山店水库家乡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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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

日，正月初一，灿烂
的阳光让新年的第一天温暖如
春。 家住河区游河乡三官新
型农村社区的杨平家里格外热
闹， 在外奔波了一年的兄弟姐
妹携家带口来她这个大姐家拜
年团聚。

一番炸煮焖炖后， 各种家
乡的美味纷纷上桌， 厨房飘出
的阵阵久违的香味， 让这群一
整年都在异乡辛苦打拼的人心

里温暖而满足。这种慰藉，不管
是对心还是对胃， 都是那么珍
贵。斟上一杯自酿的葡萄酒，五
个家庭畅叙一年的收获和来年
的计划。 席间， 大家聊得最多
的， 就是正在建设中的出山店
水库。

说起家门口的这个国家重
点水利工程，杨平格外激动。随
着出山店水库的逐步建设，他
们家也住上了统一规划的新型
农村社区， 还在紧邻库区的地
段开起了超市，“我上网查到了

大坝建成后的效果图， 特别
美！ ”去年，当听说出山店水库
第一次截流圆满成功的消息
后， 杨平特意给远在外地打工
的两个弟弟打了电话。 “家乡有
了这么大的新变化， 我们在外
面跟别人说起时也特别骄傲。 ”

杨平的弟弟说。

出山店水库建设得怎么样
了？ 家乡的发展将迎来哪些新
机遇？ 春节记者在游河乡走亲
访友时， 经常听见老乡们谈论
这些话题。在水库建设工地，记
着看到， 这里俨然成了一个新
的旅游景点。 “太壮观了！ ”“盼
了这么多年终于盼到了！ ”一拨
接一拨的家乡人来这儿拍照留
念，感慨万千。

建设工地的空地上停了不
少外地牌照的私家车。早些年，

不少老乡通过“走出去”发家致
富， 老家在游河乡孔畈村的付
兵就是其中一个， 今天他也特
意开车带着家人来看看出山店
水库。

10

年前，付兵一个人来到
杭州打拼，如今，在当地买了车
添了房的他看到出山店水库开
工建设带来的一系列机遇后有
了回乡再创业的念头，“外面再
好也没有家乡好， 我愿意为家
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

本报记者刘方

在建的出山店水库成了当地的新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