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刊投稿邮箱：slrb j r tk@126 .com

图编：文波 版式：雅杰2023年8月29日 星期二
责编：王尚峰 组版：杨康 校对：宝安 志鹏8 [ 产 业 ]

晒醋晒醋

▷装醋

△陈龙和妻子高翠云
在查看两年醋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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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基地韭菜基地

人生“酸甜苦辣咸”，酸排头一位，就好像在
说，生活总离不开一点醋味。商南县试马镇毛
河村秦晋福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酿造的粮食
醋，以富含淀粉质的粮谷类为原料，以酒曲为糖
化发酵剂，采用固态发酵，经传承古法工艺酿造
而成，很受市场欢迎。

8 月 17 日，笔者来到毛河村秦晋福农产品
农民专业合作社，一股浓浓的醋香扑鼻而来，令
人神清气爽。走进院子，一口口棕色的大瓷缸
并排放着，纯手工酿醋技艺人陈龙正在醋缸前
查看晒醋的情况。每打开一坛，他首先舀上一
勺，观察醋的颜色，然后低头闻一下醋的香味，
最后抿上一口，尝一下味道，脸上露出了满意的
笑容。

陈龙说：“晒醋在自然陈酿的过程中，需在
伏天暴晒和隆冬结冰后捞去冰块，以除去新醋
中的水分，此即为‘夏伏晒’和‘冬捞冰’，也因为
水分都被蒸发掉了，口感比一般的醋更醇厚浓
香一些。想拥有一缸好醋，需要一年以上的时
间来沉淀，这也是‘秦晋福’古法老陈醋能形成

‘绵、酸、香、甜、鲜’优异品质的原因。”
笔者根据每口缸上面编的号码，也观察到

了一年陈醋、两年陈醋以及三年陈醋的区别，发
现时间越久，醋味就越醇香，更加浓稠，体态也
更加清亮。

相比陈龙的内敛，其妻子高翠云显得能说会
道一些。她说，由于儿媳妇是山西的，其家里懂
得一点纯手工制醋的方法，于是在儿媳妇的鼓励
和亲家公一家人的帮助下，高薪聘请了山西老陈
醋酿制技艺传承人李月贵（来自中国醋都山西省
清徐县），于 2020年 1月在毛河村开始小规模生
产，2020年底成功生产出1万公斤纯手工醋。经
过不断扩大规模，目前年生产量达 7.5 万公斤。
2022 年底，开始售卖第一批醋 1.5 万多公斤，平
均每公斤醋20元，总收入30万元。

当问到生产出来的醋和山西的醋在工艺上
有什么区别时，高翠云自豪地说：“李月贵师傅
常年在秦晋福老醋坊（线上+线下）作指导，把山
西老陈醋工艺与秦岭山中的气候特点相结合，
并进行了提升和改良。依托秦岭冷泉、土壤等
生态资源优势，尤其是以山里的清泉水为原料，
酿造出来的醋有股甘甜的味道，醋颜色也清亮
一些，酿出了超越山西老陈醋的零添加好醋，改
写了秦岭不出好醋的历史。一开始酿制出来的
醋担心卖不出去，现在是订单太多，不够卖。”

谈到工艺制作时，陈龙侃
侃而谈，他们首先从周边农户
手里收购高粱、玉米、小麦、大
麦、豌豆 5 种杂粮，然后经过仔
细挑选后作为酿造原料，按照
比例进行混合打碎，拌水润糁
后高温蒸料；之后把蒸料摊凉
冷却，拌入红心大曲入缸，进行
酒精发酵 10 至 12 天。酒精发
酵完成后，再加入辅料麸皮、稻
糠搅拌均匀，进行低温固态发
酵转酸，每日手工翻醅两次，主
要起到降温的目的，同时也让
醋醅充分吸收氧气，10 至 12 天
从不间断，酸香浓厚的醋醅就
酿制成熟了，再经过复杂的熏
醅 、淋 滤 等 环 节 ，新 醋 便 酿 成
了。新醋经日晒蒸发和冬捞冰
后，年复一年，便能达到颜色黑
紫、过夏不霉、过冬不冻。

陈龙介绍，他们的工艺是零勾兑、零色素、
零防腐剂，严格按照山西老陈醋酿制技艺的

“蒸、酵、熏、淋、陈”五步工艺，一滴老陈醋酿造
成功，需用 82 道工序，历时 62040 分钟，这才具
备老陈醋独特的“色、香、绵、甜、鲜”之口感，深
受消费者青睐。

合作社的建立，不仅吸引了附近村民前来
务工，也从附近村民手里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
购小麦、玉米、豌豆等原材料，为毛河村乡村振
兴奠定坚实基础。陈龙说：“一年下来，除了伏
天不做醋，其他时间都需要请工人帮忙，特别是
在手工翻醅的环节，用工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
20人，年务工费在 12万元左右。”

为了扩大规模，2022年，在毛河村“两委”的
大力支持下，秦晋福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与
试马镇毛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共同投资建设，
计划总投资 380万元，建设酿造厂房 755平方米
和淋醋房、陈酿场 580 平方米，购置碎料设备、
蒸料设备、发酵缸、陈酿缸、熏醅炉、灭菌灌装等
设备 300 多个。目前已投资 100 万元，建成年
产 220 吨、44 万瓶古法老陈醋生产线。项目全
部建成达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450 万元、利
润 100 万元；通过务工带动农户 12 户 30 多人，
户均年增收 1.8 万元；年收购周边群众酿醋原料
7.5 万多公斤，年增收 30 万元，村集体经济年增

加收益 5万元以上。
凭借手工古法

酿 造 的 优 势 ，秦 晋
福老陈醋得到社会
各 界 人 士 好 评 ，尤
其在商南县委、县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大力帮助
下，合作社在产业谋划、产品销售方面有了长足
发展，先后与南京扶贫超市、长安大学扶贫超市
签订长期订购协议，与央企华润置地、北京农科
院有订单往来，同时产品入驻“832”等多个销售
平台，达到了一醋难求的局面。

陈龙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将一如既
往地坚守初心，本着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
展的经营理念，用心用情酿造出绿色、环保、清
香醇厚、酸味柔和、色浓味鲜的秦岭山中最好的
味道，带领毛河村村民持续增收致富。以醋业
发展为重点，深入挖掘食用醋、醋饮、醋浴、醋膳
等养生功效，延伸拓展产业链条，扩大农产品增
值空间，提升乡村产业发展质效，让醋业逐步成
为全村的主导产业，通过发展‘一村一品’带动
经济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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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李 潇 崔海飞

处 暑 至 ，清 风 起 。 初 秋 的 洛 南 县 石 坡 镇
郝坪村郁郁葱葱，蝉声阵阵。从秦岭深处流
出来的西峪河水清澈见底，穿村而过。田埂
上，成片的韭菜花开得正旺，绿色叶株与白色
的花瓣相映成趣，蜜蜂在花丛中飞舞，形成独
特的田园风光。

“这儿种了 1 亩多地的韭菜，今年有望收
入 4000 元 钱 。 这 些 绿 油 油 的 韭 菜 苗 可 以 移
栽 10 多 亩 韭 菜 地 呢 ！”8 月 23 日 ，种 植 了 17
年韭菜的村民孟存绒一边在韭菜地里除草 ，
一边笑着对记者说。

郝坪村距洛南县城约 45 公里，下辖 8 个
组，有 388 户、1302 人。村子依山傍水、四面
环山。郝坪村原本没有韭菜产业，只因郝玉
明 的 带 动 ，才 有 了 如 今 1000 多 亩 的 规 模 ，成
为远近闻名的“韭菜村”。这里种植的韭菜除
了培育良种外，还会根据市场需求的不同提
供鲜韭菜和韭花。

“这个季节的韭花开得正好，到 9 月就可
以收韭菜籽。我们还育了几亩地的苗子，长
势也很好，再过几天就准备移栽。”声音洪亮、
热情干练的郝坪村党支部书记郝玉明说。

2005 年，在秦岭深山依靠背矿养家糊口
的郝玉明怀揣一颗创业的心回村决心干一番
事业。后来，他被选为村委会主任。上任之
初，他通过做干部群众的工作，极力调整产业
结 构 ，带 领 群 众 脱 贫 致 富 。 2007 年 ，全 县 推
广发展蚕桑养殖，群众阻力大。为了带动群
众，郝玉明亲自为群众挑大粪、浇苗床，功夫
没有白下，郝坪村蚕桑产业发展迅速，当年石
坡 镇 的 蚕 桑 现 场 会 就 放 在 郝 坪 村 召 开 。 后
来，他带领乡亲们种植过西洋百合、莲花白、
辣椒、荆芥等。

只 有 产 业 持 续 稳 定 ，群 众 收 入 才 有 保
障。韭菜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一次栽植可
维持 10 年左右，期间只需施肥、除草，不用年
年重新栽种，劳动强度、管理难度相对较小。
2006 年，郝玉明带领村干部到河南平顶山考
察韭菜产业。经过认真考察，村上出资 3000
元引进了 15 公斤韭菜种子，回来后分给几户
群众进行育苗。很快到了栽植季节，到育苗
地里一看，15 公斤种子育的苗可以移栽 30 亩
地，但是群众不愿意栽植韭菜。经过多次做
工 作 ，终 于 动 员 了 2 户 群 众 栽 植 了 1.5 亩 韭

菜 ，村 上 还 给 予 每 亩 200 元 补 贴 。 郝 玉 明 自
己也栽植了 1.5 亩韭菜。当年收获后，韭菜不
愁销，一亩地赚了 2000 元。看到发展韭菜产
业能赚钱，其他村民纷纷效仿。

为 了 解 决 群 众 浇 地 难 ，郝 玉 明 借 高 息 为
群众购买了 1 万多元的灌溉设施。在郝玉明
和 群 众 的 努 力 下 ，韭 菜 产 业 迅 速 发 展 壮 大 。
同时，郝玉明带头成立了洛南县玉明农产品
种植专业合作社。2011 年，郝玉明注册成立
洛南县梁塬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在国家政
策 的 支 持 下 ，公 司 注 册 了“ 绿 色 梁 塬 ”牌 商
标。2012 年，在石坡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
公司开始修建韭花酱加工厂。为凑够资金，
郝玉明卖了县城正在增值的商铺和郝坪村的
住房，很快建成了韭花加工厂。

郝坪村生产的韭菜茎粗叶长、叶质脆嫩、
叶肉肥厚，纤维少、无渣无丝、香气较足，且比
较干净、美观，颇受消费者和收购商的欢迎。
经过多年的努力，苦尽甘来，目前，韭菜种植
成 了 郝 坪 村 的 支 柱 产 业 ，80% 的 群 众 都 种 上
了韭菜，韭花酱也被授予“商洛名品”。

近 年 来 ，由 于 新 冠 疫 情 及 市 场 大 环 境 的
影 响 ，韭 菜 产 业 也 同 样 经 历 了 跌 宕 起 伏 ，韭
菜种植面积逐年下降。2023 年，洛南县委组
织部实施“五雁工程”后，在驻村帮扶单位的
大力支持下，郝坪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头雁带

富 领 飞 、智 雁 帮 谋 划 作 用 ，党 员 干 部 以 身 作
则 ，紧 紧 围 绕 韭 菜 产 业 做 文 章 ，利 用 韭 菜 种
植大户进行宣传引导，今年动员群众标准化
育 苗 30 亩 ，计 划 移 栽 韭 菜 标 准 化 繁 育 基 地
300 亩 。 目 前 ，韭 菜 苗 长 势 良 好 。 郝 坪 村 党
支 部 通 过 制 定 韭 菜 标 准 化 栽 植 计 划 和 目 标
责 任 ，为 群 众 免 费 发 放 化 肥 等 农 用 物 资 ，召
开韭菜产业标准化种植培训会，发放标准化
栽 植 资 料 等 举 措 ，为 韭 菜 产 业 标 准 化 发 展 、
效益持续提升营造了良好氛围。

目前，韭菜种植大户郝俊行流转土地 12
亩 ，持 续 发 展 韭 菜 产 业 。 2022 年 ，他 销 售 韭
菜籽收入 3.5 万元。韭菜种植大户李霞流转 5
户邻居的 10 亩地发展韭菜，2022 年韭菜籽销
售 收 入 3 万 多 元 。“ 种 植 韭 菜 管 理 比 较 轻 松 ，
种 植 一 年 管 多 年 ，今 年 预 计 也 会 有 个 好 收
入。”李霞笑着说。

“ 去 年 全 村 280 多 户 群 众 种 植 韭 菜 近 千
亩 ，户 均 收 入 8000 元 ，今 年 近 300 户 群 众 种
植 韭 菜 1000 多 亩 ，预 计 产 值 300 万 元 ，户 均
收 入 1 万 元 ，韭 菜 已 成 了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的 主
导 产 业 。”50 岁 的 郝 玉 明 满 怀 信 心 地 说 ，“ 今
后，我一定会把握好机遇，珍惜现在的一切，
与乡亲们共同发展、共同创业、共同致富，不
辜负组织和乡亲们对我的期望，带领大家在
创业的道路上越走越美好、越走越富裕。”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韭

菜

开

出

致

富

花

本
报
记
者

本
报
记
者

王
尚
锋

王
尚
锋

薛
海
霞

薛
海
霞

查看长势查看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