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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 背 山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魏永刚

陇南山大。从甘肃文县县城到碧
口镇，两山耸立，一江滚滚。车随白龙
江在山间蜿蜒而行，对岸农舍散落，江
上铁索桥高悬，一车人感叹：出山何其
不易！

在这种感叹中，记者看到了“背出
大山”四个字。这不是标语，而是几个
年轻人为产品注册的商标。背，是山里
人最熟悉的动作，躬身负重，奋力攀
登。一个“背”字道出了几许顽强！

立志“背山”者谁？1987年出生的
高培研，1983 年出生的胡琰均，1986
年出生的王伟。三人成众，他们合伙成
立了甘肃文县事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演绎着一段动人故事。

走进深山：
“我再也舍不下这片山”

“我不是山里人”，这句话胡琰均重
复了两三遍。出生在四川广元、毕业于
四川大学英语专业又读了工商管理硕
士的她，在国企干过，后来自己创业，但
从没想过从事农业。现在，她放下广元
的家，留下10岁的儿子，在这片大山里
一待就是几个月。说起来，这都源于
2014年那次旅行。

2014 年 8 月份，文县范坝镇银厂
村长大的“网友”高培研邀请胡琰均和
王伟一起到山里走走。互联网公司产
品经理王伟在微博里谈理想，引得高培
研一番评论，又加入了胡琰均，三个年
轻人就这么认识了。不久后，高培研请
他们到家乡走走。三个网友从“线上”
走到“线下”，从四川广元北上，来到山
水相连的文县范坝镇。

“山里太好玩了”，至今胡琰均还记
得当时那份新奇。农家院落沾着露珠
的黄瓜，深沟大山里清新的空气，还有
农民淳朴的笑脸都让这位城里姑娘难
忘。王伟则是另一番感受，“我在农村
长大，了解农民的生活”。从小生活在
四川简阳农村，王伟曾就读成都理工大
学，学习会计专业就是为了离开农村。
那次进山，他看到了山里绿色生态的农
产品，也懂得农民生活的艰辛。

高培研一路谈的是理想。老家范
坝镇附近有养蜜蜂的传统，当地人习惯
把树洞掏空当蜂箱。这种蜂箱成本小，
但蜂蜜产量低、不卫生。高培研一心想
着让更多人分享故乡的优质蜂蜜。他
到网上查找各种资料，学习了一种新的
蜂箱技术。“我上学时就琢磨着给老百
姓做点事。”他说，这项技术让他看到了
机会。

高培研对家乡有特殊感情。小时
候他随父母在范坝镇生活，12 岁父亲
病故，母亲带着他和妹妹艰难度日。上
中学时他就关注马云，想着开一个网
店，专门销售当地妇女纳的鞋垫。他
说：“鞋垫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念
母情’。”当时家里穷得连一台电脑也买
不起，这个想法并没有实现。

高培研只读了一年高中就辍学了，
17 岁出去打工，学过修车，开过挖掘
机，卖过汽车配件，后来在四川广元从

事养殖业，也算小有成就。当时，他一
年收入有六七十万元，不仅在广元买房
子成了家，还把母亲接到城里住。但
是，他一直放不下心中的“农场梦”。所
以，请胡琰均、王伟到故乡的山沟里，他
念念不忘的是理想。

“高培研有很多想法，但最打动我
们的是他那种想为老百姓做点事的执
着”，胡琰均说，高培研的理想和自己在
山里感受到的淳朴结合起来，就是“我
不是山里人，但再也舍不下这片山了”。

王伟当时在互联网企业做了 6 年
多产品经理，他想到了互联网的优势。
就这样，2014 年底三个年轻人合伙办
起了事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他们懂
得，交朋友可以不分工，但共事必须有
分工。在公司经营上，高培研负责全面
发展和对外联络；女同志心细，胡琰均
管理厂区建设，负责原材料采购；王伟
发挥特长，在成都的网络销售中心
领头。

背出大山：
“这是我们的事业”

文县范坝、碧口一带高山对峙，沟
深路远。城里姑娘胡琰均短短几年功
夫，在这里走过了上百个村庄，有些地
方不通车，还是步行去的。本地人高培
研坚称他走过的村庄更多，数不清有
多少。

2014 年公司成立后，高培研专门
从四川乐山夹江县制作了 1000 口蜂
箱。他在范坝镇的几个村庄，找到 60
多户传统养蜂户，免费发放了600多口
蜂箱。同时，他们和农户签订合同，保
底价收购蜂蜜。2015年第一个收获季
到来，他们收购了2吨多蜂蜜。让他们
惊喜的是，这些质量上乘的蜂蜜在网上
销售很好。当地方言“问”与蜜蜂的叫
声“嗡嗡”谐音，他们的第一商标就叫

“问蜜”。2016年和2017年，他们一方
面帮农民养蜂，一方面谋划建设加工

厂。最终在碧口镇找到一块 18 亩地，
修建厂房。

短短两三年工夫，他们的产品从单
一的蜂蜜扩大到了10多种，有柠檬片、
干黄花菜、核桃、花生、花椒、木耳、银
耳、香肠、腊肉等。这么多农产品，叫什
么名字好呢？

大家七嘴八舌想出几十个，但都不
满意。后来，一张图片引发了他们的

“灵感”。那是胡琰均一次下乡路上拍
摄的：一位裸露着上身的农民，背着沉
重的蜂蜜罐，朝大山走去。他仰望大山
的眼神里流露着向往和期盼。王伟脱
口而出：“背出大山”！

这个名字得到一致认同。“我越看
越喜欢这四个字”，王伟说，“这既是商
标，更是我们的事业。‘背出大山’直白
地点出了我们正在做的事和决心要做
的事。”胡琰均心头想的是山沟村寨里
各种各样的山货。“山里宝贝很多，”她
说，“把那些宝贝背出大山是我们的使
命。”

高培研对这个“背”字有着独特体
会。他小时候背过东西，深知躬身背货
的艰辛和压力。“老百姓祖祖辈辈靠双
肩挑、脊背背，才把山货送出来，”他说，
选择“背出大山”这四个字，让他意识到
肩膀上的分量。

今年 6月 15日，新厂房建成，他们
建立的“文县农特产电商扶贫体验中
心”也一同开业。这些年轻人在门口挂
起一条长长的横幅：“把对故乡的深情
留在大山，把对明天的希望背出大山。”

山里寄梦：
“帮农民有尊严地脱贫”

中庙镇有个渭沟村。他们几次去
这个村，一位姓刘的大哥都热情招待，
帮他们干活。胡琰均几次想给大哥放
点钱表示感谢，都被严厉拒绝了。后
来，看到大哥家里有很多笋干卖不掉，
胡琰均就把笋干放到网上，帮助他卖出

100多斤，收入7000多元钱。
“我们的产品为什么从蜂蜜到现在

有了 10 多种？”胡琰均说，农民需要卖
啥，就拿给我们，慢慢地产品种类就多
起来。“从中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扶贫
不是给钱给物，而是要帮农民找事做，
替农民做事。”

“帮农民有尊严地脱贫”，高培研
说，这是他们的理念，也寄托着他们的
梦想。高培研少年老成，话语不多，但
喜欢“说梦”。在外地打工，他有一个

“农场梦”；回家乡创业，他有一个“脱贫
梦”：“我最大的梦想是带着周围人做
事，不仅自己要成功，还要把周围的人
带动起来”。这里，“周围的人”特指那
些生活在山沟里的农民。那都是他熟
悉的乡亲，很多人看着他从一个失去父
亲的孩子，成长为事业有成的青年。“我
怎么能一个人去成功，不管他们的生活
呢？”高培研的梦始终离不开这片大
山。这几年，他们直接带动了460多户
农民增收。经过几年打拼，胡琰均说去
年销售额已接近1000万元。

“我梦想着公司能够上市，”高培研
两次强调这句话。他说，上市之后就给
每个参与的农户分红，“只要公司运转，
乡亲们就能得到一份稳定的股份收
入。”

高培研的梦把胡琰均、王伟吸引到
这片大山里来。如今，他们的伙伴还在
增加。李欣鑫曾经在苏州、常州等地打
工两三年，回来后加入了“背出大山”团
队，入职刚满月。“我们都想在这里实现
人生价值，”他说，乡下青年人不多，愿
意在山里实现人生价值的人更少。“是
共同的梦想把我们团结在了一起，大家
在一起就感受到力量。”

“背出大山”需要力量。从最初的
3个人创业，到今天 20 多个人的团队，
460 多个农户参与，这都是坚强的“脊
背”。“背出大山”的年轻人传承着祖辈
的顽强，正用知识和互联网思维，给大
山“背”来希望！

农民返乡创业谋“富”鹿

警 花 驻 村 记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胡攀学

每天清晨，在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铁家
溪村，总能见到驻村干部吴跃兰的身影，她或在村里与村
民一起打扫卫生，或与村委干部一起研究当天工作。

“龙叔叔，今天需要打扫的道路比较多，我怕你一个
人忙不完，请了几个孃孃（阿姨）来和你一起打扫，你们分
开负责，把村里各条道路旁的白色垃圾都打扫干净。”6
月16日一早，吴跃兰给村里保洁员龙为良安排着工作。

2017 年 7 月份，吴跃兰从贵州警察学院毕业，同年
10月份考入玉屏侗族自治县公安局工作。11月份，入职
不到一个月的她根据全县脱贫攻坚工作需要，成为一名
驻村干部，入驻皂角坪街道铁家溪村。

来到铁家溪村，说话和气的吴跃兰，通过走访农户拉
家常，很快和村民们打成一片，村民们也把她当成自家闺
女和孙女看待，这为她在村里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村里有个叫李菊香的婆婆，今年 90 岁，有两个儿
子。大儿子之前一直酗酒，喝了酒后头脑不清晰，有时还
会骂婆婆，严重的时候还对婆婆动手。“我经常过去劝。”
吴跃兰眼圈红红地说，“不过现在好了，前段时间婆婆的
大儿子因为醉酒后打婆婆被公安局抓去拘留了几天，经
过法治教育后，叔叔现在已经不喝酒了，并且还成为村里
的保洁员。”吴跃兰抿嘴一笑，开心了许多。

每天，吴跃兰的电话很多，基本上都是村民打来询问
事情的，吴跃兰总是很耐心地一一回复。为了帮村民把
窗户玻璃安装好，吴跃兰顶着烈日到村民家做统计，一上
午统计了铁家溪的田坝和中寨两个村民组。她来到一户
正在安装窗户玻璃的村民家，现场查看了安装过程，并交
代安装师傅要保质保量，同时注意安全。随后帮助安装
师傅联系村民，逐户实施房屋窗户玻璃安装工作。

吴跃兰对待村民总是很热心。遇到村民正在修剪
树枝，吴跃兰会立即放下手里的包，帮助村民将修剪下
的树枝搬运回家；遇到村民去井里打水，得知原因是村
民饮用的自来水有些药味，她马上去家里查看，及时和
管理站的同志联系，问明出现药味的原因，帮助消除村
民疑虑。

铁家溪村的优势是生态环境好，县公安局和皂角坪
街道为了帮助村里发展，重点发展了跑山猪和黄花两个
产业，“这可是村集体经济，今后村民们可以依托这个致
富。”吴跃兰说。

八旬老党员一生做好事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乔连军

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一名老党员，一生做好事不图
名利，被当地群众称为“活雷锋”。他，就是河南商水县舒
庄乡三所楼村87岁高龄的老党员王宝珍。

从部队复员回村后的王宝珍，曾担任过村里的生产
队长、大队民兵连长、村计生专干，当选过县人大代表。

计划经济时代，村里有3户特困户由于家庭缺劳力，
年年口粮不够吃，王宝珍就把自己省下来的口粮救济他
们。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里那 3 户特困户的
日子慢慢好起来，但他们没有忘记困难时王宝珍的救助，
寻思着要还当年王宝珍救济的钱和粮，王宝珍推辞说：

“你们能渡过难关，过上温饱日子，我比什么都高兴。”
王宝珍老人经受过战争的洗礼。在战场上，他英勇

救伤员，复员后，他曾跳河救人。1980 年腊月的一天上
午，王宝珍骑着自行车去周口，当路过汤庄乡赵集村北的
沙河段时，看到一名妇女不慎坠河，王宝珍丢下自行车，
一边跑一边脱棉衣跳进冰冷的河水里，奋力将那名妇女
救上岸。被救妇女的丈夫赶到后，跪地向救命恩人致
谢。当小两口要救命恩人回家喝点热汤暖暖身子时，被
王宝珍谢绝了，问他的地址和姓名时，王宝珍却说：“我是
个复员军人，是党员，名字就不告诉你们了。”

2009年3月份的一天，王宝珍拉着一车杨树苗去上
蔡县朱里乡卖，在树苗快卖完时，一名衣衫破旧的 40岁
男子向他哭诉自己寻找丢失妻子的艰难。王宝珍马上把
一上午所卖树苗共 420元全部给了那位男子，同样没有
留下姓名地址。王宝珍回到家后，老伴问他卖树苗的钱
时，他说：“卖 420元，全部捐给一位寻找妻子的男子了，
但愿他能找到丢失的妻子。”老伴没有生气，因为老头子
帮助救人的事经常做。

“以前，我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是王宝珍老人帮助我
种桃树致富。为了帮助我致富，他手把手教我修剪桃树
技术，还为我提供桃树苗。在他的帮助下，2009年春，我
种了3亩优质桃树，这几年每年卖桃收入1.5万多元。”舒
庄乡三所楼村村民王长水说。在舒庄乡，凡是种果树的
农民大都得到过王宝珍老人的免费技术服务，不少群众
庭院种植的果树也都是王宝珍免费修剪的。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梁剑箫

吴跃兰（左）正在认真记录村民反映的问题。

金 宇摄

让远在东北的梅花鹿落户安家在村里的山林，这是江西峡江县罗田镇枥坑村农民陈建
国很自豪的一件事。

1980年出生的陈建国，以前在外打工。养鹿的想法，缘于一次春节回乡闲聊。当时有
人提议，村里有山有水生态好，搞特色养殖一定挣钱。“搞养殖，不能跟风，要养别人没有
的。”陈建国想起有个朋友在东北长白山养梅花鹿挺挣钱，自己又在那里待过。他寻思，如
果气候允许，养鹿一定有“钱”途。他赶往长白山“深造”，半年后回来已是信心满满。包山
场、建鹿舍、种料草、购鹿崽，最终，全村71户村民以资金、山场田地入股抱团发展养殖梅
花鹿。经过两年多建设，养殖场地扩大到600多亩，有大小梅花鹿250多头，其中100多头
已经开始采收鹿茸，预计今年可收入100多万元。 曾双全 胡志勇摄影报道 ① 在 江 西

省 峡 江 县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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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花 鹿 养 殖

基地，陈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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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喂草料。

② 陈 建 国

（左）正 在 给

玉米地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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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胡琰均背着竹筐到文县范坝镇乡下收购土特产。

右图：高培研（中）、胡琰均（右）和王伟信心满满。 本报记者 魏永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