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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走进商南县过风楼
镇双垣村，村间小巷平坦干净，农家
院落整洁有序，院墙彩绘绚丽多彩，
文化广场上孩童正在嬉戏打闹，村
头村民刚采摘完桃子带着丰收的喜
悦归家，俨然一幅村美民富的和美
乡村新画卷。

今年以来，过风楼镇坚持党建
引领，聚焦“千万工程”经验启示，着
眼于支部强、产业兴、环境美、乡风
淳，奋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双垣村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和
美乡村建设的重中之重，依托村庄区
位优势，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
础，积极探索“支部领动、党员带动、
产业拉动”发展模式，不断拓宽群众
增收渠道。通过土地流转、发包租赁
等方式，将村民增收和集体增利结合
起来，通过茶叶种植基地、玉米大豆
复合种植等项目土地出租为村集体
经济增收 16 万元。同时，党员个人
带头种植水杂果、兴建花卉苗木基地
等，以务工和土地流转的方式带动15
户群众户均增收2000余元。

入夜时分，白玉沟村丹桂小院里
灯火通明，欢快的歌声随着饭菜的香
气，在夜色中随风飘荡。“过去村里没
有特色，冷冷清清，现在开办了农家
乐，城里人呼朋引伴来到这里，白天
观山景，开襟纳夜凉。”村党支部书记
兼村委会主任余益喜感慨地说。

白玉沟村坚持党建引领，探索
推行由党支部全程监管、统一标准、
宣传推介，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
入股建设、群众承包和自主经营的

“党建+”发展模式，将闲置小学房
产和群众闲置房屋打造成农家乐，持续完善配套设施、创新主
打品牌、提升服务质量、规范运营模式，先后投入资金 60 万
元，对丹桂小院、青檀农家等 4 家农家乐进行改造升级、包装
推广，将乡土文化融入其中，将自然山水、田园风光、乡愁记忆
变成美丽画卷，成功打造一条农家乐精致风景线。

柳树湾村党支部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持续巩固道德
银行建设成果，定期开展道德评议、文明创建活动，通过评选季
度“道德之星”以及“振兴典型”“十星文明户”“好媳妇”“好婆婆”

“五美庭院”等，引导群众积极配合村组工作，村级组织号召力、
凝聚力明显增强，乡风文明、乡村治理水平有效提升。

“接下来，我们将以道德评议为基础、好人评选为抓手、道
德银行为载体、道德激励为手段，持续辐射其他村（社区）道德
银行建设，不断构建道德银行助力基层治理工作体系，切实增
强基层治理原动力。”过风楼镇相关负责人说。

过风楼镇柳树湾村、双垣村和白玉沟村联村党委串起来
三个村庄，运用借鉴“千万工程”经验，立足现有生态底色，盘
活资源、发展产业，强化基层治理，提升乡村风貌，描绘着乡村
振兴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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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是 我 们 2022 年 酿 造 的 高 粱 酒 、这 是 玉 米
酒 ……”6 月 28 日，记者走进柞水县凤凰古镇博盛荣酒
坊，摆满酒缸的过道里，酒坊负责人姜孝林正在向从柞
水县营盘镇朱家湾村来酒坊考察的考察团介绍酒坊酿
造的各类原浆酒。

作为非遗传承人，姜孝林匠心传承祖上的古法酿酒
技艺，并不断与时俱进、创新提升酒的品质，让“百年老
字号”实现“名利双收”。

匠心传承古法酿造匠心传承古法酿造

“我是博盛荣酒坊第五代古法酿酒技艺传承人，我
们祖辈自清代中期就经营酿酒业，祖上由山西辗转迁徙
多地，最后定居到凤凰古镇，并将传统的古法酿酒技艺
带到这里。”一番忙碌后，随着空气中飘来的淡淡酒香，
姜孝林缓缓地说起博盛荣酒坊的传承之路。

据姜孝林介绍，其祖辈开设的博盛荣烧锅坊已有
300 多年历史。19世纪末，姜孝林的曾祖父在山阳县板
岩镇经营博盛荣烧锅；1927 年，爷爷姜典和搬迁至柞水
县凤凰古镇继续经营烧锅坊；1983 年，姜孝林走出校门
后，便跟随祖父学习古法酿酒技艺；2004 年，凤凰古镇
旅游景点兴起，姜孝林便传承祖业，重新经营博盛荣烧
锅坊，并将博盛荣烧锅更名为博盛荣酒坊。

姜孝林传承酒坊后，坚持延续古法酿酒工艺：纯粮
酿造、传统大曲、手工操作、地缸发酵、看花择酒、分级储
存、洞藏陈化。精选谷粮，利用大秦岭腹地得天独厚的

优质水源，酿造纯粮固态大曲酒，后期不添加其他成分，
保持传统酿造原浆酒的特色，酒坊酿造出的酒体清香纯
正、醇厚绵软、甘润柔和、余味爽净。

创新技艺提升品质创新技艺提升品质

在传承古法酿酒技艺的同时，姜孝林热衷钻研学
习，深知古法技艺需要用现代科学知识去完善和优化，
他积极参加各种白酒行业的培训学习，先后考取了专业
酿酒师和酒体设计师资格证书。在制曲和发酵的流程
中严格按古法工艺酿造白酒，在蒸馏环节又运用新工艺
进行蒸馏取酒，解决了传统木甑蒸馏工艺的密封不严、
热能不足、酒醅塌锅、上气不稳、出酒过热的问题。传统
的取酒工艺会造成溜酒过程中，头酒中的有害物质和杂
质成分没有分离、香型物质提取不充分、尾酒中的高级
醇含量过高，造成酒体异杂味复杂、酒体各指标不均衡、
香味不协调的弊端，古法酿造工艺加上新知识的融合，
博盛荣酒坊酿造的酒品质得到了很大提升。

仅仅酿出好酒还不够，储存陈化更是酿酒工艺中一
个重要的环节。为了延续酿酒传统工艺的精华，完善原
浆酒陈化的工艺流程，提升原浆酒及基酒品质，姜孝林
得到国家地质公园柞水溶洞的支持，在溶洞群设藏酒洞
一处。天然藏酒洞内具备常年恒温、恒湿、通风的储酒
条件，长期储存原酒，洞内生成了丰富的微生物菌群，原
酒在洞内存放数年，酒体不断产生更多的香型物质。

“用陶缸长年洞藏的酒体更加细腻、香型丰盈而醇

厚。”在藏酒洞内，姜孝林如数家珍似的介绍起来，“你看
这些是我们酒坊自己存放的，这些是客户购买后我们代
存的，我们这里存的最老的酒有 10 多年了。”目前，藏洞
藏酒 50 多吨，有藏酒洞天然条件的加持，酒坊藏酒的品
质获得广大消费者好评。

传统酿酒从制曲—选粮—蒸煮—发酵—蒸馏—储
存（洞藏）—组合到成品的整个流程，姜孝林完整地进行
了古法传承和创新优化的融合。姜孝林深知知识产权
的重要性，旗下拥有中国著名品牌“凤凰古镇”、陕西省
著名商标“牛背梁”等七大系列、40 多种类别的商标注
册和保护，现在利用这两大商标运营白酒产业，使得博
盛荣酒坊酿造的酒在当地和各旅游特色产品市场获得
了很好的口碑和品牌价值。博盛荣酒坊是柞水县的行
业代表之一，被评为柞水县非遗就业工坊；博盛荣酒坊
传承的古法酿酒工艺于 2020 年列入商洛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博盛荣酒坊获得“中华老字号”称号，并于
2023年获得了陕西省第三批非遗工坊的殊荣；2022年，
姜孝林被认定为非遗传承人。

老字号老字号““名利双收名利双收””

“社会和广大消费者对我们酒坊品质的认可，更让我坚
定了做好传统古法酿酒的传承者和酿酒文化传导者的信
心。”姜孝林介绍，他分别于2018年12月和2023年元旦先
后两次成功举办了两届“陕南酒文化演绎暨拳艺擂台赛”，
通过媒体宣传引起很好的反响，每届的关注流量多达1000
万人次以上，很好地宣传了当地的酿酒文化和民俗文化。

在姜孝林的带领下，博盛荣酒坊已发展成集酒文化
传承、古法酿酒、电商销售、带动就业等于一体的专业化
古法酿酒作坊，也为柞水县乃至陕南区域的特色旅游产
业发展增添了一张亮丽名片。姜孝林说：“保护和传承非
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我很乐意把多年积
累的经验和技艺传授给大家，让更多人了解古法酿造。”

博盛荣酒坊发挥省级非遗工坊和现有 3 名古法酿
酒专业技师的优势，建立健全“传帮带”机制，提供“一站
式”技艺传承、团队管理和联系培养的服务体系，汇聚了
古镇古法酿酒专业人才力量。目前，酒坊所带传承人员
数量已扩充至 13 人，带动了县域内 37 位酿酒者不定期
交流，助力酿酒工艺普及和技艺提升，博盛荣酒坊的古
法传统酿酒技艺和酒文化也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通过“线上酒坊商城+线下体验门店”的经营模式，博
盛荣酒坊生产的系列原浆洞藏酒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和青睐，年产酒30多吨，带动凤凰古镇周边村100多户群
众加入酿酒产业链，以古法酿酒稳定增收致富。博盛荣酒
坊带动周边及上下游群众 30多人就业，每年有大量的酒
糟供给养殖户，带动了周边10多个村的养殖业发展。

谈到未来发展，姜孝林信心满满。他说：“我做酒，
一方面是有家族基因在，从小耳濡目染，坚守古法酿造
是我做酒的初心；另一方面是我热爱做酒，我喜欢去研
究，敢于去接受新工艺。”姜孝林表示将始终坚持传承古
法酿酒工艺，运用好博盛荣酒坊“中华老字号”的带动作
用，利用好“牛背梁”和“凤凰古镇”的两大自主品牌优
势，推动非遗文化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促进农民就业、
创收致富，为振兴地方经济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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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9日，在绵绵细雨中，沿着蜿蜒的公路，记者来到洛南
县洛源镇桃坪村，若隐若现的农田与远山、错落有致的民宿与
庭院，描绘出生态康养的“醉美”画卷。

“这里的民宿装修温馨，服务周到，农家菜很有特色，还可
以体验果蔬现场采摘和加工。住在这里温度十分舒适，不用
开空调也很凉快，夏天来这里游玩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
自渭南的游客张晴对这里的民宿赞不绝口。

张晴所说的民宿是桃坪村村民师锋山利用家中的闲置
房屋改造而成的。去年夏天，师锋山在村干部的协助下申
报了镇上的庭院经济和创业补贴，并将自家住房改造成了
拥有 6 个房间 10 张床位的特色民宿。今年入夏以来，来洛
源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师锋山家的民宿常常出现“一房难
求”的火爆场面。

今年以来，洛源镇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依托优
质生态资源和凉爽气候条件，大力发展康养民宿产业，一家家
民宿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演绎出一场人与自然的“回归”式融
合，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自从经营民宿之后，我们每天一大早就在自家院子的共
享菜园里忙活，教游客自己采摘蔬菜后，再去收拾屋子，生火
做饭，虽然累点，但是心里很高兴，收入增加了，生活也越来越
有盼头了。”师锋山一边整理土地，一边笑着说。

乡村民宿对游客来说，是体验大城市中没有的“向往的生
活”，而对村民来说，则蕴藏着致富的希望。为了推动民宿产
业持续发展，桃坪村积极增加康养美食元素，不仅打造出“共
享菜园”“共享灶台”，为游客提供果蔬的观光、品尝和加工体
验，还积极动员村民在游客聚集的地方摆摊设市，把家中的特
色农产品、道地美食拿出来进行售卖，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
道，为乡村旅游再添“一把火”。

舒适，是康养的前提。当城市生活越来越喧嚣，人们期待
体验康养生活的心便会越来越迫切。在桃坪村，绿树成荫、清
风徐徐，游客枕山而居、依溪而眠，静静感受时光流淌，体会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轻松惬意。
“截至目前，我们共发展民宿 17 家、农家乐 9 家，预计户

均年可增收 8000 元左右。下一步，我们将围绕桃坪村以及
周边村落，借助自然资源、交通区位和产业发展优势，充分挖
掘和利用好原生态山水格局，着重培育一批特色化、规范化的
精品民宿，打造具有洛源特色的民宿矩阵，让游客可以在洛源
体验秦岭山水康养慢生活。”洛源镇镇长刘渊说。

秦岭民宿中的慢生活
本报记者 米子扬 通讯员 张浩楠

姜孝林展示非遗证书姜孝林展示非遗证书

伴着热闹的笑谈，妇女们三五成群，在绿叶满缀的
藤蔓上，手指翻飞，采摘着一颗颗圆润饱满、色泽红润的
水果西红柿……盛夏7月，镇安县西口回族镇青树村高
山有机蔬菜大棚里，到处是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我们培育种植的水果西红柿不仅色泽红润通
透、口感清脆酸甜，而且具有活血化瘀、美容养颜、补
充维生素等多重功效，是老少皆宜的热销水果。”从南
京潘西农场前来指导的技术员一边指导工人采摘包
装，一边介绍着水果番茄的食效。他说，“我们种植的
水果番茄全过程纯绿色，确保大家吃得健康吃得放
心，目前在西安市场很受欢迎。”

西口回族镇青树村位于北阳山上，海拔 1100
多米。近年来，青树村依托海拔较高、昼夜温差大

的地理优势，积极探索发展高山
有机蔬菜特色产业，实现促农增
收。去年 10 月，青树村建成高山
有机蔬菜大棚，包含 4 座双膜立
体连栋温棚、5 座日光温棚，共计
9000 平方米，全面打造新型大
棚、智能育苗、智能控温、智能控
光和循环再利用“五位一体”的综
合设施农业体系。

“我们今年试种的‘潘西一
号’喜获大丰收，这种水果西红柿
种植要求高，村民在种植时真正
体会到了啥是现代生态农业。”青
树村党支部副书记、高山蔬菜产
业负责人班良明说，“全过程不喷
农药，标准化定植、科学化监测管
理、水肥一体化渗灌等环节都要
用心管理，才能确保丰收。”

特色产业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目
前，青树村正将水果西红柿产业作为重点发展产
业之一，正积极对接市场，推动产业发展壮大。“我
们采取一系列激励措施，鼓励农民扩大种植规模
和提高产量，带动附近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创收，
帮助村民提高经济收入，促进乡村振兴。”青树村
党支部书记石宏星说，
下一步，村党支部将围
绕水果西红柿产业，探
索一条“党建引领、合作
社运作、村民致富、集体
增收”的新路子，让小番
茄变身群众“致富果”。

小 番 茄 致 富 果
本报记者 马泽平 通讯员 倪 娅

特色
产业

村民对水果西红柿分拣装箱村民对水果西红柿分拣装箱

本报讯 （通讯员 薛
源）7 月 12 日，在商南县十

里坪镇中棚村西洋菜种植试
验田内，镇村干部正在查看当
前西洋菜生长情况。

冷水鱼是十里坪镇的特
色 产 业 之 一 ，为 进 一 步 发 挥
冷 水 鱼 优 势 资 源 ，培 育 新 的
经 济 增 长 点 。 今 年 以 来 ，十
里 坪 镇 经 过 多 方 考 察 ，启 动
建 设 了“ 鱼 菜 共 养 ”产 业 暨

“ 西 洋 菜 产 业 园 ”项 目 ，作 为
该 镇 八 大 工 程 之 一 推 进 实
施 ，在 该 镇 中 棚 村 三 河 格 瑞
冷水鱼养殖基地下游建立首
个西洋菜种植试验田。

西洋菜又名豆瓣菜，是一
种水生食用蔬菜，常生长于河
道 浅 滩 处 ，含 有 丰 富 的 蛋 白
质、有机酸等营养成分，还具
有清热解毒等药用价值，在两
广、云南等区域很受欢迎，具
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西洋菜
除了食用价值、药用价值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具有
净化水质的功效。为此，十里
坪镇提出“鱼菜共养”这一模
式，即通过在冷水鱼养殖基地
下游种植西洋菜，对冷水鱼养
殖尾水进行净化，同时，尾水

中含有的营养物质又促进了西洋菜的生长，实现有
效保护生态环境、鱼菜共生共养。

据悉，试验田第一批 25 亩西洋菜已种植成功，
该镇将不断总结种植经验，积极争取有关部门的技
术、资金支持，建立完备的产品生产加工线，开拓稳
定的销售渠道，预计明年可实现规模种植，对外出售
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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