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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闫伟锋）2月24日，洛南县2022年“春风行动”暨
宁洛劳务协作点对点欢送仪式在县客运站广场举行，500名务
工人员搭乘专车奔赴浙江、上海、南京、昆山、西安等地就业。

春节期间，洛南县在四皓街办、景村镇、石门镇同步举办
了 2022年“春风行动”暨宁洛劳务协作现场招聘会，开展送岗
位下乡上门服务；通过举办网络招聘推介会，开展直播带岗网
络招聘，累计征集发布各类岗位信息 1200 多个，提供就业岗
位 1.4万多个，收到了良好效果。

为了让广大群众能就业、早就业、稳就业，保障外出务工

人员顺利返岗复工，洛南县多部门联合行动，积极搭建就业供
需平台，提供就业保障服务，落实各项就业扶持政策，为外出
农民工提供交通补助、点对点专车护送服务等，确保务工群众
稳就业、能挣钱。

“今天组织第 20 批次‘点对点’劳务输出人员欢送仪式，
旨在再一次吹响全县农民工兄弟外出务工的冲锋号。希望农
民工兄弟安安全全出行，平平安安务工，高高兴兴上班，快快
乐乐挣钱。人走出去，钱赚回来，持续增收。”洛南县人社局副
局长何荣军说。

洛南500名务工人员乘专车奔赴工作岗位

东凤酒庄全貌东凤酒庄全貌东凤酒庄酒窖东凤酒庄酒窖

葡萄酒产业是一个能带动种植、加工以及旅游、餐
饮、文化等全面发展的产业，可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具有极大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发展葡
萄酒产业还具有很好的生态效益，对推进乡村绿色发
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能起到巨大的
推动作用。

具有百年品牌的丹凤葡萄酒，既是商洛极具特色和影
响力的地域名片，更是重要的文化记忆和文化标识，在宣
传商洛、推介商洛和对外交流中，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名
片之一。如何使这张名片“名”起来、“亮”起来，焕发新活
力、绽放新光芒？

百年沧桑见证昔日辉煌百年沧桑见证昔日辉煌

丹凤葡萄酒是我国仅有的两个百年葡萄酒品牌之一，
之所以传世百年，与其传奇的技艺、传奇的历史密不可分，
更与传奇的人物、意大利传教士安西曼有着极深的渊
源。安西曼出身于葡萄酒酿制世家，祖辈专为意大利酿制
葡萄酒。安西曼以超绝酿制技艺闻名当地，其所酿之酒，
味绝色醇，倍受推崇。20 世纪初，安西曼以传教士的身份
来到中国。

1911 年，安西曼之徒华国文经商从西安返南阳途中，
在龙驹寨小住，发现当地的龙眼葡萄糖高味香，便萌生了
酿造葡萄酒的想法，于是就从果农手中收购葡萄 5000 多
公斤，请当地木匠做橡木桶，酿造出 3 吨葡萄酒。1912
年，在龙驹寨黄巷子十家院，当地历史上第一家葡萄酒企
业——陕西省龙驹寨协记美利葡萄酒公司，取名美利酿造
公司诞生（即今陕西丹凤葡萄酒厂前身），生产“共和”牌葡
萄酒，成为西北最早的葡萄酒生产厂家。1916 年，该企业
改名为协记美利酿酒公司，生产“葡萄”牌葡萄酒。1924
年改为大芳酿酒公司，生产“蜜蜂”牌葡萄酒。1934 年，更
名为西北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四皓”牌、“丹凤朝
阳”牌葡萄酒。其中，甜型红葡萄酒质量精良，享有“龙驹
特产”之盛誉。

丹凤葡萄酒不仅成为过往客商行必带、住必饮、赠送
亲朋之佳品，也供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教堂做弥撒和外来
传教士饮用。抗战胜利后，又由多人各自经营，先后生产

“渊明”牌、“大芳”牌、“东坡”牌、“天马”牌等葡萄酒，主要
酿制甜型红葡萄酒（俗称传统酒）和葡萄白兰地，产量少则
数吨，多则数十吨，产品行销西北五省区和两湖两广、江浙
京沪一带。

1952 年，国营丹凤葡萄酒厂成立，年产量达百吨，生
产规模不断扩大。到 1993 年，丹凤葡萄酒厂占地面积近
4.87 万平方米，储酒库容 2.2 万吨，年生产葡萄酒 8016 吨，
固定资产总值 1436 万元，有员工 432 人，成为西北地区规
模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厂家，也是全国 6 家万吨级葡萄酒生
产厂家之一。产品出口日本、法国，畅销全国，在国内外享
有盛誉。丹凤葡萄酒历经百年积淀，以“滋味醇厚、酸甜适
口、果香浓郁、酒味悠长”著称。

名优品牌传承红酒文化名优品牌传承红酒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丹凤葡萄酒厂适应国家经济发展形
势，扩大生产规模，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开拓销
售市场。1980 年，丹凤葡萄酒厂生产的干型葡萄酒投产
上市，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 世纪 80 年代，丹凤群众大力发展葡萄种植，葡萄
基地达万亩，保证了葡萄酒生产的原料需求。酒厂也通
过技术改造和扩建，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并出口日本、
比利时、法国、瑞典等国，成为丹凤萄酒百年历史上最为
鼎盛的时期。

1987 年 2 月，在法国奥朗日博览会上，丹凤葡萄酒获
得《产 品 质 量 合 格 证 书》，并 于 当 年 出 口 法 国 和 日 本 。

1988 年，丹凤传统、五味香、干红获全国保健食品金鹤
奖；同年，在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上，丹凤葡萄酒荣获一
金（丹凤葡萄酒）、三银（五味香葡萄酒、干红葡萄酒、干白
葡萄酒）、两铜（桃红葡萄酒、新鲜葡萄酒）的殊荣。1991
年，在北京第二届国际博览会上，丹凤传统葡萄酒、干红
葡萄酒、干白葡萄酒再获三金，被陕西省政府评为省优质
产品，获轻工部颁发的 A 级产品称号和干酒出品系列包
装全国设计三等奖。2011 年，丹凤葡萄酒酿造技艺被评
为陕西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 年，获陕西省百
年“老字号”称号。

丹凤葡萄酒在发展中秉承工艺传统、坚持技术创新，
在继承传统生产技术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先进科学酿造技
术，由国际专业酿酒师精心酿造，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风格，酿造出的传统红、干红、干白和果酒系列产品，一度
供不应求，成为省内外人们逢年过节的开怀畅饮、赠送亲
友的“香饽饽”。

2021 年，丹凤安森曼窖藏干红葡萄酒获得国际葡萄
酒行业的最高奖项——法国葡萄酒大赛 2021 年 FIWA 金
奖，这也是 100 多年来丹凤葡萄酒第二次获得这个国际最
高殊荣。

缕析兴衰应吸取教训缕析兴衰应吸取教训

丹 凤 葡 萄 酒 从 1911 年 诞 生 ，经 历 了 百 年 辉 煌 历
史 。 尤 其 是 20 世 纪 80 年 代 ，丹 凤 葡 萄 酒 先 后 出 口 多
国，畅销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每到葡萄成熟时节，
丹凤葡萄酒厂门前就排起四五公里的长队，整个县城都
被 拉 运 葡 萄 的 拖 拉 机 、农 用 车 、架 子 车 围 挤 得 水 泄 不
通。那时，丹凤县全年的财税收入，七成以上都是由丹
凤葡萄酒厂缴纳。

20 世纪 90 年代末，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丹凤葡
萄酒厂因体制等原因，发展陷入困境，生产停滞，员工下
岗，1996年 12月正式宣告依法破产。后来，相关方面通过
多种方式先后组建的丹凤葡萄酒厂也都陷入停产状态。
这时，小规模个体葡萄酒作坊应运而生。

为盘活恢复丹凤葡萄酒酒厂，2007年 12月，一外地企
业通过竞拍，取得丹凤葡萄酒厂整体资产所有权，成立了
公司，主营葡萄酒和饮料酒，同时从事葡萄种植基地开发
与经营。但丹凤葡萄酒生产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发展仅
停留在撑牌子、守摊子上，没有真正形成吸附广大群众加
盟种植、吸纳更多人员嵌入产业链条的态势，造成目前出
现了小企业甚至小作坊的尴尬局面，打着丹凤葡萄酒牌
子，看似繁华兴盛，实则良莠不齐。

丹凤葡萄酒产业陷入困境，有社会变革、市场转型
等方面的原因，但其中的重要因素就在于，在发展葡萄
酒产业中的短期行为，朝令夕改、走走停停，缺乏品牌意
识，随意变更商标；一些经营者缺乏可持续发展理念，只
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发展，“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一
些企业管理者没有抓企业文化的意识，没有形成自己的
企业文化。要振兴丹凤葡萄酒产业，必须摒弃短期行
为，牢固树立规划意识、招商意识、品牌意识，制定葡萄
酒产业发展长远规划，真正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
着一任干”，确保葡萄酒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文化
既是一种软实力，更是一种精神支柱。就丹凤葡萄酒产

业的发展而言，百年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其实就是一部
丹凤百年变迁史，也是一部丹凤文化百年发展史。在丹
凤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史上，必须树立文化自信，培养丹
凤葡萄酒的文化认同，打造丹凤葡萄酒品牌，让葡萄产
业与文化旅游“齐步走”，与乡村振兴“同共振”，用文化
之“笔”点活葡萄酒产业之“魂”。

凝心聚力重振雄风凝心聚力重振雄风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目前，葡萄酒业的发展
迎来了众多良好机遇，相关方面应抓住这些有利条件和机
遇，痛定思痛，着眼长远，紧抓当前，再次振兴丹凤葡萄酒
业雄风。

制定产业远景规划，促进葡萄酒业复兴。近年来，丹
凤县贯彻新发展理念，把葡萄酒产业确定为县域经济发
展的首位主导产业，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并围绕全市“一
都四区”目标，出台《关于优先发展丹凤葡萄酒文化旅游
中药康养三大主导产业的决定》，提出“3+3+3”产业体
系，努力打造具有完整产业链、强劲市场竞争力的百亿级
产业集群，使全县葡萄酒生产能力达 2 万吨，为乡村振兴
注入强大动力。但仍需进一步理清丹凤葡萄酒产业发展
思路，应邀请国内外知名葡萄酒专家为丹凤葡萄酒产业
发展“把脉会诊”，对葡萄酒业发展规划再完善、再提高，
使其更具科学性、操作性、实效性，避免纸上谈兵，并将其
扭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出成效。借助地方人大立法，以
法律的形式，明确责任主体、保障措施、惩戒责任、资金保
障等，为葡萄酒业发展保驾护航。积极实施人才振兴战
略，培养引进一批懂葡萄酒经营、善于管理的葡萄酒生产
专业技术人才，组建葡萄酒专业团队，以人才支持支撑葡
萄酒业复兴发展。

规范发展葡萄基地，助推农民稳定增收。目前，全县
葡萄种植面积约有 1.2 万亩，已有 9 家企业从事葡萄酒、果
酒生产。要坚持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围绕培育壮
大丹凤葡萄酒产业链，做大做强葡萄酒产业集群，大力推
进葡萄基地建设，制定科学合理的葡萄种植规划，整合产
业资金，支持葡萄基地建设，激发 312 国道沿线镇村群众
种植葡萄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实施《酿酒葡萄种植技术标
准》《酿酒葡萄栽培技术规范》,开展酿酒葡萄适应性研究，
持续开展优质示范园评选活动，创新推行“公司+合作社+
农户”“合作社+企业”等优势互补的产业化经营新模式，升
级农业“传统版”，扩大农业“现代版”，以标准化葡萄基地
建设引领产业发展。

实施优势重组，重塑葡萄酒“金字品牌”。按照产
业帮扶、产业联动、高质发展思路，丹凤县总投资 3 亿
元 ，分 三 期 实 施 建 设 的 丹 凤 葡 萄 酒 庄 项 目 ，已 于 2021
年启动，一期葡萄酒生产区、葡萄酒庄区、研发生活区、
道路景观绿化区正在建设。目前全县规模较大的葡萄
酒生产企业有“两厂两庄”，即丹凤葡萄酒厂、商山红葡
萄酒厂、东凤酒庄、安森曼酒庄，预计年可实现产值 3.5

亿元。为全面准确掌握丹凤县域内现有葡萄酒经营企
业现状，应对县域内葡萄酒生产厂家进行一次拉网式
全面摸底排查，优胜劣汰，打包整合全县葡萄萄业优势
资源，打造文化经济共同体，制定行业规范。在丹凤葡
萄酒这面旗帜下，允许各种形式的经营类型存在，但要
规范企业经营，树立丹凤葡萄酒地方品牌意识，保证产
品质量品质和食品安全生产。成立丹凤葡萄酒品牌管
理机构或行业协会，专门从事品牌打造、宣传引导、质
量 安 全 管 理 、品 牌 维 护 等 ，确 保 发 挥 市 场 竞 争 优 势 。
通 过 举 办 新 品 发 布 会,“ 葡 萄 酒 峰 会 ”“ 品 酒 大 赛 ”等 ，
加大对葡萄酒品牌的宣传推介。加大市场管控力度，
坚 决 查 处 假 冒 伪 劣 葡 萄 酒 产 品 ，打 击 商 标 侵 权 事 件 ，
保护商标知识产权，维护“丹凤葡萄酒”品牌。还可以
考虑成立股份制丹凤葡萄酒集团公司，采取招商引资
的 方 式 引 进 国 内 外 葡 萄 酒 知 名 大 企 业 大 集 团 作 为 大
股东加盟，形成统一经营管理、统一开拓市场、统一做
好企业形象维护，使葡萄酒品牌真正成为丹凤乃至商
洛的闪亮名片。

实 施“ 文 旅 融 合 ”模 式 ，激 发 葡 萄 酒 业 发 展 动 能 。
要 树 立“ 葡 萄 酒 ＋ 旅 游 ”“ 葡 萄 酒 ＋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理
念，充分发挥葡萄文化旅游产业基地的示范带动作用，
形成“龙头企业＋景区＋农户＋市场”的发展格局。开
发以葡萄酒为主题的研学游学、商务品鉴、婚庆旅拍、
精品团建、亲子美育等小众定制旅游产品，制定葡萄酒
主题酒店服务规范，推进葡萄酒文化进景区、进酒店、
进民宿。通过举办“葡萄酒+节会”“葡萄酒+体育”等
活动，借助春季竹林关“桃花节”、夏季棣花“荷花节”、
秋季核桃公园“核桃采摘节”、冬季商山“赏雪节”等，宣
传促销葡萄酒产品，营造以景悦人、以酒聚人、以文化
人的浓厚氛围。

挖 掘 整 理 葡 萄 文 化 内 涵 ，铸 就 丹 凤 葡 萄 酒 文 化 根
基 。 丹 凤 葡 萄 酒 在 百 年 传 承 中 ，曾 以“ 共 和 牌 、蜜 蜂
牌 、四 皓 牌 、渊 明 牌 、工 农 牌 、丹 江 牌 、天 韵 牌 、龙 驹
牌 ”等 商 标 品 牌 延 续 和 发 展 ，奠 定 了 其 作 为 陕 西 省 早
期 的 工 业 化 商 品 品 牌 不 可 撼 动 的 历 史 地 位 。 葡 萄 酒
系 列 品 牌 ，也 成 为 一 种 文 化 遗 产 和 文 化 符 号 ，在 西 北
地区乃至全国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为丹凤葡萄酒永续
发 展 奠 定 了 基 础 。 要 把 葡 萄 酒 产 业 当 作 一 种 文 化 来
做 ，着 力 打 造 葡 萄 酒 文 化 ，为 葡 萄 酒 注 入“ 文 化 ”的 内
核 ，形 成 葡 萄 酒 产 业 与 文 化 旅 游 业 融 合 发 展 的 格 局 。
发 挥 名 人 效 应 ，成 立 葡 萄 酒 文 化 研 究 会 ，通 过 文 学 艺
术 、影 视 作 品 、戏 剧 歌 曲 等 形 式 ，宣 传 葡 萄 酒 产 品 ，弘
扬葡萄酒文化。有序发展以文化为灵魂、以旅游为载
体 、以 市 场 为 导 向 的 葡 萄 酒 庄 ，使 葡 萄 酒 文 化 与 商 洛
的自然风光相得益彰，完美融合。大力发展生态观光
农 业 ，建 立 葡 萄 主 题 公 园 ，收 集 有 关 葡 萄 和 葡 萄 酒 的
诗 词 歌 赋 ，建 立 丹 江 十 里 葡 萄 文 化 长 廊 景 观 带 ，通 过
挖 掘 整 理 葡 萄 酒 文 化 资 源 ，筑 牢 葡 萄 酒 文 化 根 基 ，助
推葡萄酒业高质量发展。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期待再“酿”丹凤葡萄酒下一个
百年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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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森曼酒庄安森曼酒庄 ((记者记者 赵有良赵有良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