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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

寒冬时节，正是传统古法纯粮酒的
产销旺季。2023 年 12 月 22 日，笔者走
进商南县清油河镇秦元臻农酿酒厂，浓
浓 的 酒 香 味 扑 鼻 而 来 ，厂 房 里 蒸 汽 升
腾，蒸粮、摊晾、拌曲、蒸馏……工人正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传统古法酿酒的各
道工序。

39岁的齐荣华是清油河社区的一名
干部，也是酒厂负责人。2019 年，他看
到本地传统古法酿造的纯粮酒在市场上
比较畅销，就萌生了开办传统古法酿酒
厂的念头，这样既能充分利用当地丰富
的农作物和优良水资源优势，发挥最大
效益，也能实现个人发展和群众增收双
赢。为了早日实现这个目标，齐荣华积
极向本地酒坊和外地酒厂经验丰富的酿
酒师傅学习纯粮酒的酿造工艺和技术。
经过一年的考察学习，2020 年 1月，他和

合 伙 人 投 资
220 万 元 创
办了商南县
秦 元 臻 农 酿
酒厂，于 2021
年 3 月投入生
产，主要以传统
工艺酿造高粱酒、
五粮酒及苞谷酒等
粮食酒。

“传统古法酿造纯粮酒
追求的是纯手工、纯天然，主要是手艺
与时间的协作。端午节过后，酒厂就开
始把从农家采购回来的原料小麦和豌
豆，经粉碎、兑水搅拌、压模，用艾蒿包
裹，高温发酵，自然晾干等工序，做成酒
曲备用。”齐荣华介绍，“要想酿造出高
品 质 的 纯 粮 酒 ，粮 食 品 质 的 要 求 非 常

高，我们的高粱酒是以东北地区当年产
的优质糯高粱为原料，玉米酒、五粮酒
使用的玉米、小麦、黄豆等都是本地农
家纯天然的粮食，辅料采用的是当年的
稻壳和本地山泉水。这样酿造出来的
原生态纯粮酒，酒体纯净，口感愈加醇
绵，让人回味无穷。”

从粮食到酒的过程是烦琐而耗时
的 ，所 有 粮 食 都 需 要 淘 洗 ，用 60℃ 至
80℃的热水浸泡 10 个小时后，再将原
料和辅料按比例搅拌，然后放入蒸箱蒸
熟，蒸熟的粮食还要经过拌曲、发酵、
摊晾、加曲、醅糟、发酵、蒸馏等多道传
统古法酿酒工序，才能酿造出纯正的粮
食酒。其中，粮食的发酵是酿酒过程中
最为关键，也是最难把握的部分，粮食

的发酵期需要 40 天左右，这
个 阶 段 粮 食 的 发 酵 、酒

曲的培养都要依靠
丰富的经验，发酵

温 度 和 时 间 的
把 控 直 接 影
响 着 酒 的 口
感 品 质 ，也
关系着出酒
量，更是衡
量酿酒师手
艺好坏的关
键 。 好 原 料
加上好手艺，

50 公斤粮食能
酿造出 25 公斤左

右纯粮酒。说起酿
酒，酒厂的酿酒师傅黄学

斌侃侃而谈。
今年 60 岁的黄学斌是赵川镇大阳

坡村村民，有着 30 多年的传统古法酿酒
经验，现被聘请到酒厂当技术指导，主要
负责酿酒技术上的把关工作。“酒厂管吃
管住给我一天 200 元，还给我报销探家
来回车费，我不但有钱赚，每天还有免费
的好酒品尝！”黄学斌笑呵呵地说。

“我是清油河社区 8 组居民，冬天家
里农活都忙完了，闲着没事，就来酒厂
务工挣点零花钱，这儿离我家很近，一
天能挣 150 元，中午管午饭，还有好酒
喝呢。”56 岁的脱贫户齐子武言语之间
皆是满足。

“这一个大酒罐里装有250公斤酒，小
罐装的是 50公斤。”酒厂工人介绍。存酒
房里，一罐罐摆放整齐的大罐、小罐上都备
注着年份、品类、度数等信息，让顾客一目
了然。安静的存酒房里看起来什么都没有
发生过，但那一罐罐粮食酒却在岁月的积
淀中越来越香醇。

“他家的高粱酒，口感醇厚、有回甜，
落喉干净无杂质，今天打算再买 50 公斤
回去。”顾客王先生一大早就来到酿酒厂
等候购买新鲜出炉的高粱酒。

目 前 ，酒 厂 主 要 通 过 线 上 和 线 下
的 模 式 销 售 纯 粮 酒 ，线 上 主 要 通 过 朋
友 圈 和 短 视 频 平 台 进 行 宣 传 和 销 售
到 外 地 ；线 下 主 要 销 往 周 边 的 村 镇 饭
店 等 ，还 有 就 是 通 过 口 碑 相 传 ，只 要
酒 的 品 质 好 ，人 人 都 是 销 售 员 。 酒 厂
的 纯 粮 酒 是 按 不 同 的 类 别 和 度 数 定
价 ，50 度 以 上 每 公 斤 卖 25 元 到 30
元，据了解，2023 年共酿造 5000 公斤
纯 粮 酒 ，卖 一 部 分 储 存 一 部 分 ，收 入
达到 20 多万元。

“我们在努力学习改进，提升酿酒
工艺水平，不断提高纯粮酒的品质，拓
宽 销 售 渠 道 ，让 酿 酒 副 产 品 酒 糟 可 为
养 殖 户 提 供 优 质 饲 料 ，精 心 打 造 传 统
工 艺 纯 粮 酒 品 牌 ，努 力 带 动 更 多 的 群
众增收致富。”谈到未来的打算，齐荣
华信心满满。

目前，酿酒厂带动了社区和周边群
众 15 人 务 工 增 收 ，年 人 均 增 收 4000
元。清油河社区充分利用地域优势，通
过党建引领，不断探索酿酒与乡村振兴
产业的融合，以酒带产，努力培塑特色产
业品牌，以良好经济效益为群众增收致
富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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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酒房里一罐罐存酒房里一罐罐
粮食酒整齐排放粮食酒整齐排放

本报讯（通讯员 陈少斌 张 静）为营造人人爱秦
岭、护秦岭的浓厚氛围，2023 年以来，镇安县西口回族镇举
行大型宣传活动 6 期，召开院落会 380 场次，发放宣传册
6000 多份，悬挂宣传横幅 16 条，在全镇营造爱秦岭、护秦
岭的浓厚氛围，让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观念深入人心。

西 口 回 族 镇 广 泛 开 展 多 形 式 、多 频 次 的 宣 传 活 动 ，
在 村 组 片 区 以 召 开 院 落 会 、片 区 会 等 方 式 宣 传 秦 岭 生
态 保 护 知 识 ，引 导 群 众 树 立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意 识 、养 成 良
好 习 惯 。 在 学 校 通 过 主 题 班 会 、自 然 科 学 课 等 ，教 育 学
生 从 小 养 成 爱 护 环 境 、保 护 环 境 的 意 识 。 在 集 镇 通 过
现 场 宣 讲 、发 放 宣 传 册 等 方 式 向 群 众 讲 解 秦 岭 生 态 保
护 相 关 知 识 。

西 口 回 族 镇 聚 焦 秦 岭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及 河 长 制 、林
长 制 、田 长 制 问 题 排 查 整 治 ，按 照“ 镇 村 联 动 ，全 民 参
与 、齐 抓 共 管 ，综 合 治 理 ”的 原 则 ，紧 盯 上 级 反 馈 和 自 查
发 现 问 题 ，累 计 排 查 整 治 秦 岭“ 五 乱 ”问 题 60 个 ，清 理
主 干 道 沿 线 乱 堆 乱 放 40 多 处 ，拆 除 废 旧 圈 舍 18 处 ，拆
除 集 镇 沿 线 因 历 史 遗 留 问 题 的 临 河 违 建 2 处 ，真 正 做 到
还 河 于 民 。 镇 上 扎 实 开 展 耕 地 复 垦 工 作 ，实 施 专 班 推
进 ，分 村 治 理 ，组 织 人 员 对 反 馈 的 耕 地 图 斑 逐 一 实 地 核
查 、登 记 ，因 地 制 宜 制 定 复 耕 施 策 ，让 撂 荒 地 复 耕 ，目
前 ，已 完 成 55.6 亩 复 耕 任 务 。

据统计，2023 年，西口回族镇共拆除危旧建筑 17 处，
实施沟坎整治 26 处，新修旅游公厕 3 座、农村公厕 10 座、
口袋公园 3 个，修复河堤、清理河道 18 公里，实施公路沿
线路田分离 20 公里，栽植红木香、紫藤等美化绿植 2000
多株。镇上持续开展门户区建设，结合古树名木，建设悠
闲小广场、民族风采展示墙、玻璃观景台等，并对入镇铁
湖路实施养护提升，全力推进秦岭山水乡村建设。

西口回族镇
绘就秦岭山水乡村画卷

本报讯 （通讯员 刘 沙）截至 1 月
17 日，山阳县漫川关镇康家坪村共种植中
药 材 1000 多 亩 ，其 中 白 及 500 亩 、苍 术
150 亩、猪苓 130 亩、连翘 100 亩、吊挂瓜蒌
子 80 亩、黄精 80 亩。近年来，康家坪村着
眼乡村振兴典型经验、优秀案例取长补短，
充分发挥远程教育“宣传、教育、服务”功能
赋能当地产业发展。

康家坪村结合地理条件和中药材品
种丰富的实际情况，以壮大村集体经济
为突破口，将中药材种植作为特色优势
产业来抓，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模式，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进
培 育 优 质 种 苗 ，通 过 土 地 流 转 、入 股 分
红、基地务工等模式将 120 户 230 名群众
吸纳到中药材产业链上，打造康坪中药
材专业村。

村 党 支 部 积 极 探 索“ 线 上 学 习 活 思
路，线下实操学技术”的多元化教学模式，
利用远教资源集中学习，常态化动员群众
观看《产业振兴》《领航》《金米花开》等系
列专题片，工作群及时向农户推送中药材
良种培育、新型种植技术、田间管理等信
息，帮助动员群众学理念、学技术、学经
验。村党支部号召党员、种养大户带头接
受培训，将远教课堂延伸到田间地头，定
期开展面对面指导、手把手示范，有效解
决群众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的难点、堵
点，实现“教、学、用”结合，提升远程教育
学用转化实效。2023 年以来，依托远教
站点开展技术培训专题播放 6 场、技术指
导 8 期，累计受益党员群众 100 多人次，辐
射带动 10 多名农户直接增收，为乡村产
业发展提供远教经验。

康家坪村充分利用远程教育覆盖面
广 、信 息 资 源 丰 富 的 优 势 ，通 过 远 教 课
堂、远教广播、微信群等及时推送助力乡
村振兴做法、产业发展经验、人居环境整
治等方面内容 150 条。远教管理员通过
入户走访、线上交流等方式收集观看需
求和意见建议 18 条，制定年度播放计划，根据不同行业、不
同文化程度的党员群众实际，开展点播式教学，实时更新
远教“节目单”，提前发布教学预告，满足党员群众的个性
化需求，激发学习兴趣，使远程教育站点更好地服务广大
党员群众。

康
家
坪
村

远
程
教
育
赋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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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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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本报讯 （通讯员 陈 波）“多亏驻村工作队为我
联系就业岗位，目前我在老君爱家超市当售货员，每月
工资 1800 元，既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也方便我日常照
顾父母和孩子，真是一举两得。”1 月 15 日，家住丹凤县
商镇商邑社区六期南区的陈芳芳高兴地说。这是丹凤
县招商服务中心驻商邑社区工作队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的一个缩影。

2023 年以来，驻村工作队在确保各项惠民政策落实
到群众“心坎”上的同时，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联系配合县医院、博爱医院等医疗机构前后 6 次来社区
开展义诊活动，尤其针对残疾患者组织医护人员上门服
务，得到辖区搬迁群众的一致好评。争取单位帮扶资金
3 万多元用于社区日常建设和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对接
项目资金 10万元建成社区就业创业和社保服务中心，在

“家门口”为辖区群众就业咨询、培训指导搭建平台。按
照“职业技能培训一批、自主创业就业一批、辖区企业就
业一批、公益性岗位安置一批”原则，分人分类施策、精准
精细帮扶，切实解决搬迁群众就业问题，配合社区开展公
益岗、家政、养老、保洁、手工制作、电子商务等业务培训
10 多批次受惠群众 700 多人，提升群众自主创业能力和
外出求职本领。积极联系辖区企业、爱家超市、福来顺酒
店、县医院物业公司等解决群众就地就业 60 多人，家庭
年均增收 2 万元以上，在解决辖区劳动力就业转移和稳
定增收上贡献了驻村力量。

为搬迁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工人将蒸馏出的高粱酒装罐封存工人将蒸馏出的高粱酒装罐封存

广大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朋友们：
你们是否存在以下疑问：
对个体户、小微企业的法律法规不熟悉、不清楚？
如何正确理解《民法典》《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电商法》《广告法》详细条款？
想拍摄短视频进行直播带货，不知如何着手？
如何开网店？
如何做到守法、守规带货直播？
……
现在，有免费课堂可以学习啦！
2024 年，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个体工商户以及小微企业，开展“送法送政策电商培

育年”电商培训活动，扶持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发展，开通了免费线上培训课堂，快来围观吧！
培训内容：《民法典》《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电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电商合规

经营及相关技能。
培训时间：2024年全年，每周二、周四 15:00—17:00。
参训方法：线上培训。手机或者电脑登录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扫描“陕西省送法

送政策电商培育年”专题专栏的二维码进入课堂即可收看。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http://snamr.shaanxi.gov.cn/#

商洛市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
商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1月17日

广大个体户、小微企业主“送法送政策电商培训年”线上免费课堂开讲啦！
● 商 洛 双 合 盛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的 公 章

丢 失 ，防 伪 码 为 6110210039134 ，声 明 作 废 。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长 安 区 创 业 大 道 北 延 伸

段 1 号 孙 乙 琳 的《出 生 医 学 证 明》丢 失 ，编 号
为 P610496579 ，声 明 作 废 。

●陕 西 省 商 洛 市 商 州 区 大 赵 峪 街 道 办 事
处 王 巷 社 区 居 民 委 员 会 的 基 层 群 众 性 自 治
组 织 特 别 法 人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证 书 丢 失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556110020521359511 ，
声 明 作 废 。

●2024 年 1 月 15 日 陕 西 嘉 贵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给 洛 南 县 夕 阳 乐 园 养 老 服 务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项 目 资 料 合 同 及 工 程 签 证 单 等 所 盖
公 章 无 效 ，声 明 作 废 。

● 陕 西 省 洛 南 县 麻 坪 镇 熊 虎 村 杨 勇 智 的
土 地 使 用 证 丢 失 ，土 地 证 号 为 洛 国 用（1995）
字 第 1995048 号 ，声 明 作 废 。

声 明

1月13日，在商州区夜村镇于塬村的绿缘生态农业休闲园，草莓进入采摘季，不少游客和市民带着家人朋友来此采
摘草莓，寻觅冬日乐趣。 （本报记者 杨 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