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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日光正好。陈卫锋、
张小玲夫妇的艾草又收割了一茬。
6 月 3 日，刚参加完深圳文博会的夫
妻二人正在和孙思邈实业集团联系
加盟事宜，通过集团提供的千金方
舱及生命诊脉仪等仪器进一步扩大
公司的中医药特色理疗服务。

陈卫锋和张小玲夫妇是一对
“70 后”，都是洛南县古城镇人，多
年 来 凭 借 一 股 敢 打 敢 拼 的 闯 劲 ，
从失败中蹚出一条种植艾草的成
功 之 路 ，先 后 成 立 沃 丰 药 业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商 洛 秦 芝 艾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成 为 造 福 一 方 的 创
业致富带头人。

1993 年，从原洛南县卫生职业
学校毕业的陈卫锋和张小玲结为夫
妻，在景村镇开了一家药店。紧接
着，他们利用办药店积累的 8 万元
在洛南县城开办了一个医务室。在
西安购进药品的过程中，陈卫锋又
嗅到了中药材批发的商机。夫妇俩
筹集到 18 万元，在西安市万寿路批
发市场开办了中药材批发商行，但
因为各种因素，他们的第一次生意
以亏损 46 万元告终。于是，陈卫锋
返回洛南老家，在古城镇姜村成立
洛南县沃丰药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借贷 20 万元承包了 100 亩土地，种
植丹参，但因技术不过关，丹参种植
失败，所有的投资全部打了水漂。

接二连三的失败让陈卫锋越挫
越勇，他又贷款 100 万元，种植了猪
苓和白及。经过 3 年的生长，到了
收获时，却因经验不足，药材长势不
好，收成只有投资的三分之一。

2015 年，陈卫锋发现河南南阳
的艾草市场异常火爆，艾草供不应
求。陈卫锋顶着压力，通过抵押贷
款投资 560 万元，在山西风陵渡的黄河边承包滩地 300 亩种
植艾草。在他的细心经营下，艾草长势良好。可是 7 月份黄
河突发大水，厂房及种植基地全部被冲毁，所有心血付之东
流，因此，陈卫锋欠下了 700万元的债务。

不服输的陈卫锋，2017 年回到家乡洛南县，在柏峪寺镇
关帝庙村承包了 1000 亩土地种植艾草，当年便获得了丰收，
销售收入 200 万元。首次成功的他万分激动，对未来充满信
心。然而 2019 年，因艾草品种逐渐不适应当地土壤和环境，
出现大面积死亡，当年基本上又是“颗粒无收”。

陈卫锋没有气馁，他邀请商洛学院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的农技专家来种植基地实地调研，开发培育艾草新品种。经
过 1 年培育，艾草新品种——秦艾 1 号问世，他在洛南县景村
镇小面积试种，于 2021 年试种成功。接着，他又紧锣密鼓地
在咸阳市礼泉县南坊镇承包土地 2160 亩，大面积种植秦艾 1
号，并实行机械化种植，当年喜获丰收，销售收入达 400万元。

2021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为艾草的销售带来了商
机，艾草及相关产品一夜之间被抢购一空，价格也随之翻了 4
倍。当年收入达 1200万元。

在这期间，为了长足发展，陈卫锋于 2019 年成立了商洛
秦芝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了 110 万元，修建厂房，购买
提绒机、卷条机、切柱机、足浴包机等设备，全面进行艾草深加
工，生产艾条、艾炷等系列产品。同年，陈卫锋在景村镇建设
了“秦大姐”艾心家纺厂，生产艾草的延伸产品——枕头、被
褥、肩颈宝、护膝等。他又和南阳多家艾产品厂家合作，代加
工生产艾皂、精油、沐浴露、牙膏、贴剂、座炙仪等产品。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发展，陈卫锋夫妇的创业路
越走越宽。截至目前，陈卫锋已在商洛、西安、榆林、渭南、
南京等市所辖的 10 个县建立销售连锁店 20 多家，可生产及
代加工产品已有 30 多类 60 多个品种，年产值 860 万元，利
润 160 万元。

“过去的这些成绩，离不开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些
年公司获得了苏陕协作帮扶资金 50 万元、合作社资金 10 万
元、高新技术企业奖补 4 万元，免税更是达到 300 万元。”陈卫
锋感激地说。

在企业发展的同时，陈卫锋夫妇带动景村、古城、柏峪寺
等镇的 240多户群众种植艾草 1100多亩，公司实行订单保底
回收，让群众增收 220 万元；同时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 40 人
入社务工，人均年工资收入 3.6 万元。同时，陈卫锋夫妇热心
公益，累计捐赠钱物 8万多元。

近年来，陈卫锋夫妇的艾草企业被评为农民专业合作社
示范企业，被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省农业农村厅等 6部门评
为陕西省定制药园。

“我们计划投资 60 万元，在县城周边建设占地 30 亩，集
旅游、宣传、研讨、交流于一体的‘百草园’中医药研学基地；投
资 600 万元，建设 1 万平方米的社区工厂，开展艾草加工、家
纺用品生产等业务；同时成立康养技能培训学校，从事艾灸、
推拿理疗等培训。”面对未来，陈卫锋夫妇信心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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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正儿八经柿子酒啊！”盛夏的
天气热而不燥。6 月 21 日，伴随着缕缕
微风，山阳县户家塬镇桃园村“左邻酒
舍”的天台上传来了阵阵欢声笑语，前来
饮酒品菜的游客们坐在农家院里品尝着
原汁原味的非遗柿子酒，尽情享受田园
生活的闲适与放松。

“左邻酒舍”的经营者柳礼涛是市级
非遗山阳柿子酒的传承人，他 40 岁出
头，开朗健谈，脸上满是淳朴的笑意。

柳礼涛原来在西安做非遗展厅相关工
作，见商洛柿子特别多，但很多都浪费了，
就有了做非遗项目山阳柿子酒的想法。“柿

子 酒 适 量
饮用对身体有

好处，家里老人都
会做，我就在 2021年跟

着老人学习，开始做柿子酒。”
柳礼涛将做柿子酒的初衷娓娓道来。

山阳柿子酒主要生产于户家塬镇，
其历史源远流长。据史料记载，乾隆年
间山西名士陈廷敬曾喝过柿子酒，并写
诗赞颂。2023 年，山阳柿子酒被录入商
洛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柿子酒，顾名思义就是用柿子酿出
来的酒。山阳柿子酒是以柿子为原料，
再用发酵的小麦粉或玉米面做酵母，拌
入柿子中发酵，再经蒸馏而成。

柳礼涛就是运用传统手工技艺制作
柿子酒。

将摘回来的柿子放入大木盆中，用
刀具将其剁碎，加入酵面，把柿子和酵面

拌匀压实，搅拌多次，至柿子完全发酵，
俗称完全发定，就可以封窖了。

发酵月余就可以开始蒸酒。将酒池
中酒糟捞出沥干后倒入大木盆中拌散，
再拌入谷糠搅拌均匀，分多次放进酒甑
子，放置在加满水的底锅上，灶台下点
火。酒糟加到酒甑子上那个酒溜孔处就
不加了，之后放入酒溜子，使酒溜子带勺
那头放在酒甑子里中心位置，这样酒就
会经过这里流出来。放置甑圈，使甑圈
与酒甑子上口严丝合缝，不能漏气。最
后放天锅，倒入凉水，酒甑子冒出的蒸汽
遇冷凝结成水，从酒溜流出，这便是酒。

“这里的柿子酒比市面上贩卖的粮
食酒好喝，喝过之后不上头，口也不干，
口感非常好。”专程来“左邻酒舍”喝酒的
外地人刘怀榜端着酒杯，边品边说。

柳礼涛在与母亲、舅舅一起酿酒的
同 时 ，还 利 用 抖 音 等 社 交 平 台 直 播 卖
酒。柿子酒虽然度数高，但口感绵柔，融
合了柿子的果香和所掺粮食的清香，并
且颜色非常清亮，因此很受消费者的喜
爱。甚至有山东烟台的一对夫妻要过来
跟柳礼涛学习酿柿子酒。

“因为是用传统手工技艺酿酒，加上
场地有限，现在一年只能做 1500 公斤左
右的柿子酒，远远达不到市场需求，目前
已经有朋友预定了几万斤柿子酒。”柳礼
涛说，他现在已经带动了周边有能力做
酒的 5 户人家一起做柿子酒。这 5 户人

家在酿酒途中，接受柳礼涛的技术指导
和监督管理，确保生产出符合质量标准
的柿子酒。酒酿成之后，可以使用柳礼
涛山阳柿子酒的注册商标和包装，并通
过柳礼涛的销售渠道进行售卖。

柳礼涛的山阳柿子酒散装酒售价 45
元一斤，礼盒售价 198 元，去年销售量达
到 1500多公斤，净收入 15万元左右。“主
要是上了年纪的人喝，中青年人买。”柳礼
涛笑着说，“我的酒是馈赠亲友的好酒。”

专程从西安来“左邻酒舍”喝柿子酒、
品农家菜的客人郑楷说：“这个酒很不错。
我在西安开了个艺术馆，去年从柳礼涛这
里买了一两百斤山阳柿子酒招待客人。”

在柳礼涛柿子酒的带动下，周边村
民的粮食酒比如玉米酒、小麦酒的价格
都被带动起来了。柳礼涛说：“我现在的
想法是想把‘左邻酒舍’打造成农家小
院，之后带动周边群众也做农家小院。”

事实上，柳礼涛已经把酒舍的二楼空
出来做民宿，土木结构的房屋、简单的装修
已经初具雏形，外观就是“农家房”，预期收
费也很低。酒舍的院子里可以做农家菜，
用村里农民自己种的绿色蔬菜以及腌制的
腊肉等作为食材，成本低廉，绿色健康。

“等大家都发展起来，我就做高端管
理，把露营也做起来，让城里来的游客可
以吃上农家菜，喝上农家酒，住上农家
房，感受真实原始的农家情谊。”对于“左
邻酒舍”未来的发展，柳礼涛信心满满。

传承非遗技艺——

山阳柿子酒酿出“幸福味”
本报记者 胡 蝶

如果说种业是农业的“芯片”，那么
种质资源就是种业的“芯片”。农业种质
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基础条件。

种质资源又称遗传资源。种质指农
作物亲代传递给子代的遗传物质，它往
往存在于特定品种之中，如古老的地方
品种、新培育的推广品种、重要的遗传材
料以及野生近缘植物，都属于种质资源
的范围。

镇安县西口回族镇岭沟村地处南北
气温 0℃分界线和 800 毫米降水线上，这
里就是“岭沟贡米”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
项目建设所在地。

盛夏时节，记者来到岭沟村，眼前
层层叠叠的稻田依山而建，田里水稻长
势极好，绿油油的一片，让人犹如置身
于一片绿色的海洋，村民在稻田里各自
忙碌着。

据 了 解 ，岭 沟 村 平 均 年 降 水 量
804.4 毫米，年均日照 1947.4 小时，年均
气温 12.2℃，无霜期 206 天，属于北凉亚
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段亚热带半湿润气
候，具有陕南秦巴山地气候的典型性。

程家川一带系谷地，山势宽敞，属喀
斯特地貌，富含石灰岩、泥灰岩和锶、铁、
钙等多种矿物质元素，山边有山泉多处，
常年涌流不息，泉水呈淡红色、油质状，
夏季清凉、冬不结冰，非常方便灌溉水

田。利用泉水种植的稻谷品质好、香味
浓，大自然用这种神奇的水浇灌着这片
稻田，让这里产出的大米清香四溢。

据《镇安县志》记载：1900 年，慈禧
太后到西安巡查期间，陕西布政司选岭
沟米进献，慈禧以米为餐，香味奇特，久
聚不散，沁人心脾，当即定为“贡米”，自
此 ，“ 岭 沟 贡 米 ”就 成 了 王 室 御 用 米 。
1955 年，陕西省委选购镇安县岭沟精米
100 公 斤 用 于 外 事 交 际 处 招 待 外 宾 ；
1966 年程家川稻农选精米 25 公斤，上
京敬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2019
年，“岭沟贡米”被列为十大优异种质资
源第二位。

然而，因岭沟米混杂、退化严重，生
长高矮不整齐、容易倒伏、穗变小、抗病
力减弱、易落粒、成熟度不一致、米质变
差且产量极低，农户难以糊口，便将稻田
改作鱼塘，“岭沟贡米”产量逐年萎缩，迫
切需要保护开发。

植物的基因都蕴藏在种子当中，种质
资源是携带遗传信息的载体，具有实际或
潜在利用价值。为了破解发展困境，岭沟
村开始实施“岭沟贡米”种质资源保护与
利用项目建设。该项目围绕“岭沟贡米”
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通过整治农田、改
造基础设施、完善农业生产配套设备等，
扩大种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升
产品附加值。

据介绍，“岭
沟贡米”种质资源保护
与利用项目实施主体为陕西
岭沟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水稻
种植及水产养殖。2021 年以来，陕西岭
沟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修田建渠，已建成
岭沟贡米高标准种植基地 100多亩，产量
达 1万多公斤，带动群众增收 30 万元，为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作出了积极贡献。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通过“岭
沟贡米”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项目的实
施，可实现“岭沟贡米”由农户分散、碎片
化种植向企业集约化生产转变，加大特
有珍稀资源开发利用价值，提高贡米知
名度，借助贡米悠久历史打造贡米文旅

产业，建设文化旅游强村，保存和延续优
质水稻基因资源，为现代种业发展提供
重要支撑。

项目建成后，岭沟贡米种植基地将
达 到 400 亩 以 上 ，可 实 现 年 产 贡 米
6万公斤，产值达到 1000万元以上，可为
周边区域农户提供稳定就业岗位 40 个，
年增收 5 万元以上。同时，进行贡米深
加工，培育特色产业，在强化镇安“岭沟
贡米”这一特有优质种质资源保护与利
用的同时，打造“岭沟贡米”品牌，提升产
品附加值。

保护利用种质资源——

镇安“岭沟贡米”再度飘香
本报记者 李小龙 张 矛 通讯员 侯 瑜

仲夏时节，柞水县下梁镇老庵寺村山林葱郁、流
水潺潺、产业兴旺，处处充满生机与活力。

据史料记载，老庵寺始建于唐贞元三年（公元
787 年），是盛唐时期秦岭南麓唯一一座规模宏大的
寺院，老庵寺村由此得名。老庵寺村位于秦岭南麓
山区、西川流域腹地，距柞水县城 25 公里，村域平均
海拔 1200 米，属秦巴山区高海拔村落。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以来，老庵寺村不断完善设施、优化
环境、发展产业、强化治理，实现了宜居宜业的和美
乡村建设。

老庵寺村坚持“三先”建乡村，即推行规划先行，
依据村庄特色、地形地貌制定了村庄规划编制，明确
了老庵寺村为“特色保护类”村庄，主要发展特色产
业和乡村旅游，为村庄后期发展提供了目标、思路和
重要依据；坚持基础先变，积极争取各行业部门项目
资金 3000 万元，大力实施秦岭山水乡村建设、农房
品质提升、人居环境整治三大行动；践行服务先优，
挖掘唐代寺庙文化，建设历史文化公园，配合乡村旅

游发展建设了小游园，定期为群众开展各类技术培
训、文艺会演等活动，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

同时，老庵寺村通过“三推”优环境，因地制宜推进
农村户厕改造，全村302户全部完成改厕，建成了标准
化旅游公厕6座；持续有效推进污水垃圾治理，常态化
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实施生活垃圾定点收集、集中处
理，铺设污水管网修建污水处理厂，农村生活垃圾和污
水处理率达到100%；有序规范推进村庄风貌提升，依
托全县唯一的水库资源打造生态水系，建成了生态河
堤、旅游观光步道、2万平方米滨水休闲区和1000平方
米标准化停车场，对村内公共区域、路边、河边进行了
绿化美化，并对群众的庭院进行了提升改造。

老庵寺村制定“三倍”增收目标，即集体经济体
量倍增，成立村集体经济企业 2 家、培育专业合作社
8家，盘活林地、土地和闲置房屋，村集体经济年营收
350 万元、纯利润 65 万元；主导产业规模倍增，建成
香菇种植基地、木耳种植基地、中药材种植基地，发
展 100 千瓦光伏发电和乡村旅游相关产业，产业做

到了多元化、小循环局面；市
场主体数量倍增，引进龙头企
业 6 家，开办农民专业合作社 10
家，发展民宿 8 家。联农带农实现户
均年增收 5000 元以上，2023 年人均收
入 16700元。

村上大力推进“三小”促融合，即“小制度”培养
“大规矩”，通过“红黄”牌周评比、“小黑板”月公示、
“曝光台”季晾晒等方式，常态化开展评选活动，引导
群众破除陈规陋习，推进移风易俗持续向好；“小片
长”支撑“大治理”，坚持片长责任制、治安中心户长
调解责任制、环境卫生“五包”责任制，配备片长 11
人、兼职片长 29 人，村内环境持续变美，小矛盾在村
内就地化解，连续多年没有上访闹事的事件发生；

“小积分”撬动“大文明”，将村级公共事务细化量化
为积分项目，建立“一户一档”积分台账，群众通过积
分在“爱心超市”兑换生活用品，激励群众积极投身
村庄建设和乡村治理。

老 庵 寺 村 焕 发 新 生 机
本报记者 李小龙 王江波

△△老庵寺村俯瞰图老庵寺村俯瞰图

◁◁村民在木耳种植基村民在木耳种植基
地采摘木耳地采摘木耳

第三代山阳柿子酒非遗传承人在做第三代山阳柿子酒非遗传承人在做
示范示范，，将拌好的酒糟放入酒甑中将拌好的酒糟放入酒甑中。。

66月月2424日日，，在岭沟村的稻田里在岭沟村的稻田里，，
村民在辛勤劳作村民在辛勤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