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苑2024.11.21 星期四 责编：丁维丽 设计：白炜森 校对：王笑研04 文苑 052024.11.21 星期四 责编：丁维丽 设计：白炜森 校对：王华

“那么，你决定做了？”

“嗯，”一阵沉吟后，语气坚定，“做！”

时隔六年，牛劭妮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一个阳光明

媚的暮春上午，她坐在家乡壶关一个铺满青草的山坡上，

四周是绿油油的庄稼，金灿灿的阳光满山满谷地流泻，春

天的气息从松软的土地里争先恐后地拱出来，拱得人心

里热烘烘的。

她的旁边坐着一位年轻的女子，明亮的眼眸望着远

处山脉静默的轮廓，阳光下笼罩着淡蓝色的烟霭，山之外

还是山，她们置身于太行山的重重山峦之中。

“你要做好赔钱的准备。”女子的表情有些凝重。

“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大不了再赔一把！”牛劭妮有

些苦涩地笑笑。

“劭妮，你还是放不下这些山里的乡亲们？”女子问。

“说我呢，你不也是！”牛劭妮看她一眼，“漂漂亮亮一

个女孩子，非要搞特色农业，每天在山里颠来颠去的，还

不是想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两人都笑了，只是这笑容并不轻松。

生于1977年的牛劭妮是东山后村人，那是长治壶关

县晋庄镇的一个小村庄，地处太行山腹地。虽说从小在

县城长大，但家乡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坎却深深地印在她

心底。从医学院毕业后，她先在县城一家医院的药房工

作了两三年，后来几经辗转去了太原，供职于一家杂志

社。在繁华的都市，在散发着墨香的杂志社，不知不觉十

一年光阴飞逝。在大城市匆忙的生活中，有时她觉得自

己很幸运，有时又觉得有些怅然，特别是每次回乡采访组

稿时，看到田里辛勤劳作的乡亲，看到他们因为市场价格

低而面对成堆的西红柿面露愁容时，她的心就有一种刺

痛感，急切地想为他们做些什么。

直到2017年。

这一年是牛劭妮人生中一个重要节点。

这一年，她挚爱的丈夫在经历了一场与病魔的生死

搏斗后，终于重新迎来生命的绚丽曙光，与爱人不离不弃

共渡风雨的她也仿佛获得了某种新生。她感觉到生命的

土壤中有类似种子的东西在蠢蠢欲动，在催促着她行动

起来。也许是冥冥中的某种安排，此时她认识了申丽珍，

一个从事特色农产品经营的女企业家，也是故事开头的

那位年轻女子，彼时丽珍也不过36岁。

说起来，申丽珍同牛劭妮一样，都是大山的女儿。这

位来自平顺县的女子，身上有着大山的质朴与坚韧。早

在201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申丽珍来到壶关，从此与这

片土地结缘，她像一只勤劳的蜜蜂，在壶关的青山绿水间

飞来飞去，山羊肉、土鸡蛋、小米、西红柿，这些像土地一

样朴实无华的农产品，在她的宣传推广下，走出大山，走

进一座座人流如潮的大城市，成为一户户人家餐桌上的

美味佳肴。

两个女人一见如故。

也许是对脚下这片土地怀着一样的深情，也许是身

上同样流淌着太行山的质朴，反正她们甫一交谈就觉得

十分投缘，当即决定合伙做事。“壶关是个农业县，我们决

定就做农业。”牛劭妮说，“丽珍比我小四岁，创业却比我

有经验，她是我的合伙人，更是我的领路人。”

色彩缤纷的康乃馨是两人合作的第一个项目。

2017年6月，牛劭妮和申丽珍成立了山西珍妮康花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那是一段沾着泥土、充溢着芬芳的

岁月啊，她们成立合作社，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发展模式，带动周边贫困妇女姐妹一起种植鲜花，粉色紫

色黄色白色的康乃馨给大地铺上一面美丽的花毯，也在

农户的心里铺上绚烂的希望。

她们与宁夏丝路康花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就康乃馨等鲜切花种植、销售、出口等领域

联营发展。为了把这芳香的事业做大做强，她们在壶关

县城成立了首家鲜花体验店，并在5个省市建立了花卉

销售网点，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让来自太

行山的鲜花“飞入”更多的城市人家。

然而首战并未告捷。或者说，2017年，她们的鲜花

生意并没有赚到钱，不但没赚到，事实上是赔了。那时候

她们对农户种植的鲜花采取保底收购的方式，每扎花按6

元钱收购，可是这一年，鲜花市场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火

热景象，甚至“三八”节市场上一扎康乃馨的出货价仅有2

元钱，这就意味着她们每从农户手里收购一扎康乃馨就

要赔4块钱。“我们不能让农户赔，说了6块收就是6块

收，出尔反尔的事我们不能干！”牛劭妮说得很坚决。那

一年她和申丽珍每人赔了十几万元。

2018年的春天，两个好朋友决定合作第二个项目

——制作销售壶关旱地西红柿酱。

那个阳光明媚的暮春上午，她们来到集店乡东关壁

村，申丽珍在这里建了个农场。坐在农场碧绿的山坡上，

她们反复讨论。

“为什么要做西红柿酱？我们的鲜花项目慢慢走上

正轨了啊。”牛劭妮有些不解。彼时她们已开辟了40余

亩鲜切花种植基地，年产康乃馨鲜切花600万枝，每年产

值可达300万元，带动100余名困难人口实现了就业。

公司虽然利润不高，但农户切切实实受益了。

“你看啊，咱壶关县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干旱啊!”申

丽珍耐心地解释，“这里山大沟深，十年九旱，老人们不是

说壶关以前还叫‘干壶’嘛。可是旱也有旱的好处啊，它

适合——”

“种旱地西红柿呗！”牛劭妮接过话茬，“壶关旱，可是

光照时间长啊，无霜期也长，昼夜温差还大，这些都是种

植旱地西红柿的有利条件！而且，种出的西红柿就是口

感好嘛，皮薄肉厚，又沙又甜！”

“哈哈，原来你都清楚啊！”申丽珍哈哈大笑。

“哈哈，我知道得多了。”牛劭妮也笑，我还知道，你

已经做了一年西红柿酱，但一直销路不畅，好东西砸在

了手里。

“所以，你要慎重考虑。”

“我考虑好了，和你一起做西红柿酱！壶关旱地西红

柿是好东西，这点我绝对有信心，这事如果我们做成了，

那么将真正带动更多的乡亲致富，这功德无量的好事我

做定了！”

阳光像金色的绸缎一样包裹在她们身上，柔软，温

暖，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

“劭妮，你说阳光是什么味道？”盯着远方看了半天，

丽珍突然问。

“阳光能有什么味道，无味!”劭妮嗔怪地瞅她一眼。

从农场回来，牛劭妮开始全力投入到西红柿酱的项

目中。她了解到，其实早在2008年，壶关县主要领导已

认识到种植旱地西红柿大有可为，从政策层面和种植推

广上都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近年来，围绕打造“中国北

方旱地西红柿之乡”目标，壶关县坚持把旱地西红柿作为

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来抓，出台奖补政策，加大支持

力度，扩大种植规模，发挥带动效应。目前，全县已形成

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种植格局。

“咱的旱地西红柿品质上乘，但由于宣传推广不够，

好物卖不上好价格。”牛劭妮解释说，“如果做成西红柿酱

不但增加了附加值，方便运输和保存，种植户的利润也提

高了，这样就能保障旱地西红柿这个主导产业让村民持

续增收，这是长远的事。”

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促使她暂时放下手中的鲜花

生意，全身心投入到制作销售西红柿酱的工作中。不仅

如此，她还找到闺蜜原玲英“入伙”。彼时原玲英生了孩

子，才出了“百天”。电话里，劭妮火急火燎地“动员”好

友：“赶紧的，找人帮你看娃，你出来，我们一起干件大事，

女人啊要有自己的价值！”虽有几分调侃，但作为多年好

友，原玲英还是相信劭妮的“大事”很重要，立即加盟。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如果三个聪明、有能力、

有情怀的女人碰在一起，那就将上演一台精彩万分的大

戏、好戏了。说干就干，三个合伙人首先成立了长治市峡

谷山珍食品有限公司，重点做农业种植和特色农产品开

发、销售，促进当地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和乡村振兴。

现在，制作出优质的西红柿酱就是她们的首要任务。

事实上，申丽珍2017年就已开始做这件事，由于当

时专门加工西红柿酱的地方很少，也缺少专业的制作工

具，丽珍就摸索着先使用外地的机器制作西红柿酱，结果

当年她做了四五万瓶西红柿酱，却销路不畅，只好托亲戚

朋友四处帮忙推销。

三个人经过仔细研究，认为这些西红柿酱滞销的一

个主要原因是缺乏统一规范的制作标准，从而导致产品

品相、口感和质量的不稳定。那么如何确定一个统一的

制作标准呢？思来想去，牛劭妮决定自己动手试试。

那天，牛劭妮把自己关在厨房里亲自炮制，原玲英在

旁边打下手。先把一个个精心挑选的壶关旱地西红柿烫

水去皮切块，放入锅中熬制。为了保证整个制作过程的

绝对卫生，牛劭妮准备了三口锅，消毒完成后同时开火，

一口锅熬酱，一口锅煮瓶子，另一口锅煮瓶盖。这时她惊

奇地发现，上大学时所学的医学知识和在医院的临床经

验竟然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她知道每个环节怎样确保

消毒到位，怎样做到全程不接触手部，怎样做到无菌密

封，甚至西红柿酱装瓶以后，还要再倒过来，将瓶口也浸

泡在沸水里消毒。从晨曦初露到夕阳西下，酡红色的晚

霞在厨房里投下杏黄的光晕，然后迅速沉下去，沉下去，

暮色开始四处弥漫。华灯初上，100多瓶鲜艳剔透的西

红柿酱像一个个可爱的孩子排着整齐的队伍站在她面

前，疲惫不堪的她和玲英欣慰地笑了。

如果 有味道

牛劭妮精心种植西红柿苗。

赵彦红

制作西红柿酱前，仔细清洗西红柿。

牛劭妮（右）与原玲英（左）捧着成品，满怀喜悦。

“完美！”第二天，被邀来品鉴的申丽珍仔仔细细

检查并品尝之后，对牛劭妮的西红柿酱赞不绝口，她

盯着那一瓶瓶鲜红澄亮的产品，目光灼灼，语气热切，

“我有预感，这次肯定大卖！”

因为丽珍之前和太原一家五星级大酒店的负责

人认识，她们次日便带着这批产品直奔太原。背着沉

重的西红柿酱，她们到了酒店，员工说老板出去了，要

到晚上七八点才能回来。那就等呗！两人坐在空荡

荡的会议室里等啊等，那时已是盛夏，从天不亮就出

门，驱车四五个小时，此时坐在办公室，疲劳、困倦、饥

肠辘辘，内心交织着希望与失望……中午时分，原本

想出去填填肚子，又怕一出门错过人家，干脆就忍着

饥饿继续等待。夜幕降临，她们仍撑着苦苦等待。后

来，负责人终于来了，看过并品尝产品以后，非常满

意，当场就签订了10万瓶的订单！

从酒店出来，两个人开心得都要跳起来了！午夜

时分，她们连夜开车返回长治，一路上，又是笑，又是

哭，又是唱，之前所有的挫败、艰辛、委屈此刻都化作

滔滔的泪水和欢乐的歌声，融入车窗外浓浓的夜色

中，随清凉的晚风一起流淌在回乡的路途中。

怀着成功的喜悦，她们带着团队首先模拟手工

制作西红柿酱的工艺，亲自设计定制了半自动化的

流水线，这个过程中保留了传统西红柿酱制作中手

工剥皮、手工罐装等做法，确保产品的品相、口感与

手工制作完全一样。同时，制作工艺中还加入了更

多的技术含量，比如熬煮时间、冷却时间、灌装时间

等等都有严格的标准。曾有同行好奇地问：“为什么

都是同样的步骤做西红柿酱，我们产品的颜色没有

你们的好？”

在劭妮老家东山后村广袤的田地里，种植着数百

亩旱地西红柿，然而，村民们却常常为卖不出去犯愁。

现在好了，包括东山后村在内的晋庄镇的西红柿都由

劭妮她们公司统一保底收购。公司与农户签订保底收

购合同，每斤西红柿的市场价不到一元时，她们都按一

元算；如果市场价超过一元，就按市场价收购。村民们

再不用担心自家的西红柿卖不出去了，而且价格只赚

不赔。采用这种方式，公司每年通过订单收购农户种

植的旱地西红柿800多亩，加工5000多吨，签约的农

户有100多家，参与种植的村民350余人，大伙儿在家

门口通过西红柿采摘、西红柿酱灌装等实现了就业，增

加了收入。“农民如果不挣钱，第二年就不种了，只有保

证了村民的收益，让大家挣到钱，多挣钱，壶关旱地西

红柿这个产业才能良性循环下去。”在这个问题上，劭

妮她们显然有着更为长远的考虑。

这是一份关乎责任与情怀的事业。除了西红

柿，峡谷山珍公司还种植有高粱、玉米等农作物，为

了让乡亲们多挣钱，她们干脆放弃机器种植、收割，

全部由当地村民来完成。劭妮算了一笔账：一百多

亩地如果用机器种植只要半天就能种完，成本也就

七八千块钱，但如果用人工就需要三四天，按每人每

天100多元的工资计算，一共需要1.2万元左右，还

要避开天气不好的时候。但如果聘用当地的农民

种，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让村民多挣点钱，这

是劭妮她们特别开心的事情，所以她们毫不犹豫地

聘用当地农民来种植。

把一瓶瓶鲜亮殷红的西红柿酱捧在手中，牛劭

妮感到了沉甸甸的分量，她知道，这来自土地的馈赠

饱含着她们三个女人与团队的心血和汗水，同样也

承载着农户的希冀与期盼。她们带着它们走出太行

山，赴太原，上北京，下河南，走进酒店、商场、超市、

企业……像熟悉自己的孩子一样，她们滔滔不绝地

向人们介绍着这些个宝贝们。一件新产品想打开市

场太不容易了！她们去酒店推销，常常一连跑十几

趟都找不到人。看冷脸，听难听话，坐冷板凳，今天

推明天，明天推后天，这种事情太多了。劭妮说，那

一阵，感觉自己真是低到了尘埃里。

三个柔弱的女子，在做了农产品经营之后，简直

成了“变形金刚”——不仅变得坚强，且什么活儿都能

干。送货时她们经常跟车去，一辆满载西红柿酱的大

货车，一车装1000多件，每件12斤重，她们撸起袖子，

同师傅一起搬上车，到了目的地再一件件卸下来。“只

要能把西红柿酱销售出去，这些苦都不算啥。”牛劭妮

云淡风轻地笑。

经历了创业初期的种种艰辛后，峡谷山珍公司如

一株生命力顽强的小树苗，一日日茁壮成长起来。通

过“龙头企业+乡镇+行政村+基地+农户”的帮扶模

式，公司带动周边7个乡镇、16个行政村、6个专业种

植合作社、2000多户农民稳定增收。春暖花开的四

月，将一粒粒饱满澄黄的玉米埋进松软温润的土地

时，劭妮她们便带着乡亲们忙碌起来了，种下玉米种

高粱，接着就是种植翠绿的西红柿秧苗，果实成熟时

再收入筐中，整个农闲的冬季，大家伙又忙着四处运

送货物。一年从头忙到尾，村民们的小日子越过越红

火。这让劭妮觉得，她们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如此

值得！

时光在奔波与忙碌中飞快地流逝，身为总经理的

牛劭妮与两个好友兼合伙人在农产品经营的路上风

雨相携，彼此陪伴，她们一起度过创业的至暗时刻，又

共同迎来成功的喜悦。如今六年光阴已轻俏地掠过，

她们的峡谷山珍西红柿酱早已遍布全国各地，除了长

期合作的诸多大型国企，借助网店、微店、抖音、淘宝、

京东等电商平台，这来自太行山的特色农产品早已飞

入天南海北的寻常百姓家。

为了确保西红柿酱每一批、每一瓶都是一个味

道，2022年开始，公司与省农科院合作，历时一年多，

研发了适合制作西红柿酱的旱地西红柿种苗——“峡

谷山珍一号”种苗，试种以后发现效果非常好，2023年

开始大面积推广。

盛夏时节，温热的风从远处吹来，在辽阔的西红

柿地里，一垄垄碧绿青翠的西红柿秧苗长势喜人，一

个个饱满鲜润的西红柿开始由青变红。

牛劭妮和申丽珍站在地里，脚下是厚实的泥土，

身边是一望无际的碧绿秧苗，天空像一汪平静的湛蓝

湖水，金黄色的阳光把一切都笼罩在一幅辉煌灿烂的

油画里，此情此景，有一种炫目的美。

“劭妮，咱的西红柿那么好吃，他们说这就是阳光

的味道！”旁边的丽珍笑眯眯地说。

“阳光的味道，嗯，没错，就是阳光的味道。”劭妮

赞许地点头。

“那你说，阳光有没有味道？”丽珍顽皮地问。

“有！”劭妮仰望着天空，一缕笑容在嘴边悄然

漾起。

“你快说说，什么味道？”丽珍急切地追问。

“幸福的味道啊！”

“对呀，就是幸福的味道啊！”

欢乐的笑声在明媚的阳光里四下里回荡，又像涟

漪一样层层散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