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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黄 园

天下有酒，于斯为盛。地处秦岭
南麓嘉陵江畔的徽县，冬无严寒，夏
无酷暑，四季温润，是微生物的王
国，是酿酒的天赋宝地，被认证为
“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
白酒之乡”，诞生了“金徽酒”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据地方志记载，金徽酒源于西
汉，盛于唐宋，明清时期成为闻名遐
迩的“酒乡”。近年来，“金徽酒”
这一名片不断擦亮，金徽酒香，溢满
徽县，飘出陇南，走向全国，乃至世
界，呈现出质效双升的高质量发展
态势。

近日，陇南市县众多媒体记者走
进位于徽县的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探寻金徽酒穿越千载、绵甜润雅的
“酿造密码”。

“有山有水酿好酒。”金徽酒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唐云在采访时说：
“优越的自然禀赋和天然环境，造就
出这块酿酒的风水宝地，构成了金徽
生态酿造的‘黄金六度’。”

地处秦岭南麓、嘉陵江畔、徽成
盆地的金徽酒，拥有得天独厚的酿
酒环境，犹如一个天然的酿酒窖

池，十分适宜酿微生物群落繁衍生
息。同时，嘉陵江畔甘甜纯净的深
循环地下水，奠定了金徽酒兼具北
方酒芬芳净爽和南方酒丰满醇厚的
品质基因。

酿造美酒，制曲为先。走进忙碌
的金徽酒制曲车间，大曲散发着浓浓
的麦香。值得一提的是，车间采用了
机械仿生压曲技术，压曲方式由初压
成型和多次模拟人工踩曲组合而成。
采用此法，使曲料揉搓得更加彻底，
粘连性更加明显，提浆效果更好，更
有利于发酵。

从制曲车间移步到蒸汽袅袅的酿
酒车间，工人们正在不停地忙碌着，
上甑、蒸煮、取酒、下甄，摊晾、加
曲、堆积发酵……现场一派忙碌
景象。

美酒天成，天人共酿。金徽酒是
大自然智慧和酿酒工匠智慧的结晶。

“千年来，金徽酿酒工匠遵循自
然时序，与微生物和谐共生，以师带
徒，口传心授，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
础上，形成‘三低（低温入窖、低温
发酵、低温馏酒）三长（窖龄长、发
酵时间长、储酒时间长）’的酿造工
艺和行业独有的国槐酒海贮酒工
艺。”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国家一级品酒师、国家一级酿酒
师张智良介绍道。

美酒之魂，匠人之心。迄今为
止，公司拥有1名国家级评酒大师、7
名国家级白酒评委、28名省级白酒评
委和1000多名白酒酿造品评技师组成
的专业技术和研发团队，打造了西北
地区实力雄厚的白酒酿造和品评专业
国家级、省级团队，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穿行于古色古香的养酒馆与现代
智能的车间，一路酒香陪伴。关于金
徽酒千年传承的故事似乎也变得生
动、鲜活了起来。

从一粒粮到一杯佳酿，其中聚合
和发散着自然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
多重基因，它们相辅相成最终构成了
金徽酒的文化底蕴。

穿越千年，历“酒”弥香。发展
为凭，数据为证。

近年来，金徽酒先后获得“中华
老字号”“纯粮固态发酵白酒”“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绿色食品”

“绿色工厂”等多项国家级权威
认证。

2023年，公司上缴税费6.52亿
元，位列全省民营经济百强纳税
首位。

202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17.54亿元，同比增长15.17%；实现
净利润2.95亿元，同比增长15.96%。

金徽酒以实干筑基、发展定航，
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现已成为全省
规模最大、品牌知名度最高、纳税最
多的白酒企业，西北地区知名白酒
品牌。

勇者逢关亮剑，智者驭势远谋。
下一步，金徽酒将精心打造百亿金徽
酒生态智慧产业园，发展壮大白酒产
业集群，紧紧围绕“跻身中国白酒十
强，打造中国知名品牌，建成中国大
型白酒酿造基地”的三大战略目标，
向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迈进，让“一
瓶酒”实现一个特色产业集群的发
展，把金徽酒打造成现代化大型白酒
产业集团。

徽县讯 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兴。今年以来，徽
县虞关乡在找准发展赛道上下足绣花功夫，依托陇南民
事直说“1234”工作法，积极创新形式、丰富载体、
搭建平台、营造氛围，从“小切口”切题，以党建引领
执笔绘就乡村发展新画卷。

八渡沟村位于虞关乡政府西南，全村辖两个村民小
组，共有85户278人，群众收入以中药材种植、中蜂养
殖、劳务为主，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收增
收迫在眉睫。面对富民强村这一难题，村“两委”高度
重视，将其作为民事直说说事会上的首要议题，组织、
引导群众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我们村林下资源丰富，今年乡政府外出考察学习
时兄弟乡镇栽种的淫羊藿，药用价值大、市场前景好，
种苗一株能卖到一块多，我看咱们村林地面积大，可以
尝试种植。”“我听说淫羊藿，就适合在我们这样的大
山里种植，这几年价格飞涨，我们可要抓住时机啊！”
“如果是由村集体带头，那我愿意流转土地，如果效益
好我自己也开始种。”“是啊是啊，到时候我也能出一
份力。”……对于村上的发展要事，群众无一置身事
外，纷纷出谋划策。

针对这一说事结果，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讨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具体事宜，确定
思路、把定方向，多次组织相关人员外出交流学习，联
系专业技术人员、能人大户实地考察；积极争取项目资
金，现已成功争取到中央扶持资金70万元用于八渡沟村
林下种植基地示范项目建设，预计每年可实现收入96
万元，实现盈利22.8万元。

民事直说，难在说，更难在办。明确发展思路后，
八渡沟村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
有效提高群众的组织化程度，提升产业发展的技术水
平。截至目前，全村共建成淫羊藿种植基地两座，种植
面积达300亩，吸纳本村农户就近务工20余人，人均增
收0.72万元；辐射带动周边三个村20余户农户自发种
植，全乡林下中药材种植产业实现多点开花。

虞关乡将以“一强三引领”行动为航向，不断打通
上传下达、下情上传的双向通道，以“民声”解决“民
生”，构建起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享有的基层善
治格局，真正让陇南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落地见
效，为和美乡村建设添砖加瓦，以实际行动谱写乡村振
兴崭新篇章。 （来源：徽县发布）

本报记者 张卓宁

“我们是县纪委工作人员，请
把你们合作社与村集体签订的入股
分红协议和对账单拿出来，看看协
议事项落实到位了没有？”今年6
月，礼县纪委监委督查组来到石桥
镇白金村开展农村集体“三资”专
项检查时，发现该村2021年出租给
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集体土地租金
一直没有支付，双方签订的入股分
红协议也没有如期兑现。

礼县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
立即向石桥镇党委下发交办函，要
求镇党委严格按照相关政策规定，
督促合作社认真履行协议，落实有
关事项要求，尽快兑付合作社拖欠
村集体的资金，确保村集体利益不
受侵害。县纪委监委跟踪督办，推
动该合作社向白金村集体支付了3
万元分红和6千元土地租金。

“加上这3万多元，现在我们
村集体经济积累资金达到了10万多
元，有了这些钱，今后我们发展产
业、为群众办更多实事的底气更足
了！”白金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负责人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礼县纪委监委聚焦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以监督协
议事项落实为切口，紧盯集体资源
资产租赁协议履行不到位等突出问
题，下发《关于纵深推进村（社
区）集体“三资”提级和村务公开
监督的工作提示》，确定了村集体
“三资”和村级协议重点关注问题
清单26项，督促相关部门和乡镇严
格对照，全面过筛，建立台账，逐
条清理规范协议履行方面的突出问
题，县乡纪委跟进监督整改落实。
目前，已监督激活协议19份，涉及
18家合作社（企业），为村集体追
回资金69.81万元。

礼县监督协议履行 守护“三资”安全

市市 县县 融融 媒媒 看看 徽徽 县县

（上接第一版）

银杏流金，秋韵十足，游人如
织、笑语阵阵。在他的镜头下，村内
写生的学生相互切磋交流，拍照游玩
的一家三口笑容满面，这里的美景早
已融入百姓生活。

“我想象的美好，在这里能找
到，这次来是为我们的团队探探线
路。”正如张先生所说，在田河村，
不同的人能找寻到不同的快乐。

田河村旅游“火起来”并非偶
然。多年来，这里的人们始终带着对
如何充分利用丰富独特的生态资源，
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大力发展旅游
业的深入思考，积极探索、大胆实
践，开启了一条旅游发展致富之路。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靠特
色。田河村以嘉陵江大峡谷旅游景区
建设为契机，依托千年银杏群落，协
调引进“银杏梦谷”项目，因地制宜
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
“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化。

“我们充分开发银杏这一生态优
势资源，从开展银杏深加工到开办农
家乐，再到综合开发旅游资源，成功
实现了‘银杏树产业链’的延长。”
在田河村文创馆内，田河村村委会主
任孙艳艳告诉记者，依靠古银杏树这
块“金字招牌”，如今的田河村已将
“农区”变为“景区”。

值得一提的是，田河村还通过大
力发展火锅集市、银杏秘境、游客接

待中心、村史馆等乡村旅游基础设
施，打造集生态、住宿、餐饮、养
生、休闲为一体的现代农家小院，初
步形成了以农家小院旅游为主导，辐
射带动农业第一产业、农产品销售共
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同时，探索推出了银杏元素文创
产品，多元化发展“五小”种植产
业，“以点带面”推进农家餐饮增
收，全力构建出吃、住、游、购、娱
为一体的农文旅融合新业态。

一连串的“梦谷效应”让沉睡的
资源变成了资产，更变成了令人意想
不到的惊喜。

“田河村统筹考虑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生态保护等因素，就地取
材，合理规划，修缮建成了农家小
院、村史馆、农家书屋、咖啡屋、火
锅集市等一批特色休闲场所。”徽县
嘉陵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梁伟说，
“在开发修建过程中，当地注重对村
庄原始风貌和生态的保护，在道路、
房屋修建时，一律以保护银杏树为前
提。”

银杏飘黄在深秋，观赏季节性明
显，景区如何“一季变四季”，实现
可持续发展？梁伟表示，下一步，嘉
陵镇将继续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围绕“一线两圈”旅游发展布局，加
大田河村“银杏梦谷”儿童乐园、青
年公寓及上滩村精品民宿等项目建设
力度，厚植多元产业基础，不断谱写

出“农文旅”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的
“新篇章”。

农民欢颜，富路宽广幸福长

清晨，第一缕阳光轻柔地洒在错
落有致的农舍屋顶，唤醒了沉睡的乡
村。远处青山连绵，像是为村庄筑起
的坚实屏障；村中的小道上，孩子们
嬉笑玩耍的声音清脆悦耳，老人们围
坐在银杏树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王婆炒茶”的摊主卢建琴也开
始了她一天的摆摊生活，在田河村，
她的炒茶手艺已经远近闻名，观赏完
美景后，许多游客总要慕名品尝这一
当地特色。

令卢建琴没有想到，原本深藏在
大山、只能摘果的银杏古树，如今成
了大家眼里熠熠生辉的“活宝贝”，
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欣赏
古树的风姿，也让自己吃上了“旅游
饭”。

“如今村子建设得这么美，游客
也是越来越多。我烧制的罐罐茶深受
大家喜爱，每天摊位上都会有很多人
来。尤其是今年国庆期间，一天最多
的时候，收入能高达2000多元呢！”
卢建琴一边笑盈盈地忙碌着手中的活
计，一边对记者说。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
人。”田河村积极探索“农文旅”融

合发展模式，鼓励引导群众发展休闲
娱乐、餐饮民宿、文化体验等乡村旅
游产业，大力挖掘培育以“银杏果、
燕子石、罐茶”为代表且富有特色的
旅游产品。

“自从田河村的旅游发展起来以
后，政府给沿路的住户都统一规划设
计，修葺房屋，真是实用又美观。村
上绿化做得很好，道路越修越宽，生
活过得很有精神。”田河村村民尹宁
说起现在的幸福生活心里喜滋滋。

田河村的发展，让当地村民看在
眼里，尝到生态甜头，收获生态红利
的田河人干劲十足，纷纷返乡创业。
恰逢旅游节会、观赏银杏的金秋时
节，村民将炸油糕和农家炒茶等当地
特色小吃摊点摆在村里，引来众多游
客排队购买。

2024年甘肃乡村旅游发展指数暨
乡村度假游产品发布活动在田河村火
热举行，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栏
目走进田河村，积极承办“水墨嘉
陵·银杏梦谷”迎金秋促消费活动，
累计吸引周边游客20余万人次，户均
增收2800元以上，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到40余万元。

美丽的乡村，幸福的生活。“日
子越来越好，环境越来越美，心情越
来越舒畅。”80岁的老人王义贵谈及
这些年的变化不禁喜上眉梢。

浩浩流光里，一株苍劲的银杏，
即可照亮一片乡野。

放眼田河村这片充满希望的沃
土，村子越来越美，产业越来越兴
旺，村民越来越富裕，和美乡村的梦
想正在探索与实践中一步步成为
现实。

一颗匠心 千年传承

金徽酒诠释“时间酿造的醇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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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河 村 ：银杏绘秋景，古村焕新颜

（上接第一版）要重塑培养流程要
素，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改革招生管理
模式，优化培养过程，强化分流退
出和多向选择，探索建立学术学位
与专业学位培养分类发展、融通创
新机制，完善评价体系，建设高水
平导师队伍，深化创新国际交流合
作。要重构协同机制，提高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能力。激发科教融汇活
力，激活产教融合动能，赋能区域
创新发展，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
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意见》强调，要优化资源配置，
强化统筹领导。加大博士研究生教
育投入力度，建立健全稳定支持机
制。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培养单位
先行先试、分类分批开展改革试点。

武都讯（通讯员苏玮）10月
18日，随着110千伏万象变10千伏
124万岐线工程完工，标志着武都
区110千伏万象变10千伏配套送出
工程新建的8条线路全部完成负荷
改接转供工作，武都城区再添电
网保供主力军，将为武都城区高
峰用电提供坚强电力支撑。

为进一步优化武都城区电网
主架结构提升供电能力，更好服
务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国网武都
区供电公司主动作为，在省市供
电公司大力支持下，国网陇南市
武都区110千伏万象变10千伏配套
送出工程快速获批。工程自批复
实施以来，国网武都区供电公司
克服工期紧、标准高、施工难度
大等困难，狠抓安全质量管理，
密切协调沟通有序组织推进，各
参建人员艰苦奋战，顺利完成了

所有配套送出线路施工建设及负
荷改接工作，同时也为35千伏东
江变退出运行打下了基础。

工程投运后，武都城区将形
成“110千伏阶州变、110千伏东
江变、110千伏万象变”三座主供
电源“品”字形布局；形成10千
伏中压配电线路“手拉手”相互
联络，互为依托的网架格局，实
现电源互供互通，各线路互为备
用电源。当交界区域计划停电或
线路故障时，可由联络线倒供
电，停电次数将大幅下降，供电
可靠性将大幅提升。同时，报装
受限、末端低电压等问题将得到
有效解决。

近日，在西和县西峪镇上坪村，果农们正在摘梨、装筐、运送，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据了解，上
坪村八盘梨基地主要种植八盘梨和金瓶梨两个品种，种植户130余户，种植面积450余亩，户均收入可达3
万元。 本报通讯员 梁云霞 摄

武都讯（通讯员张珂
常燕明）时下，正是播

种冬小麦的好时节，武都
区黄坪镇结合流出耕地图
斑整治工作，定举措、抢
农时，多措并举开展秋冬
种工作，牢牢守住粮食安
全底线。

黄坪镇把秋冬种作为
当前工作重点，及时召开
专题会议进行安排部署，
对照秋冬种目标任务，细
化分解到村到户到人到地
块。各村充分利用千村千
群、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
台，线下通过走访入户、
深入田间地头等方式大力
宣传秋冬种相关惠农政策
以及讲授小麦播种的相关
高产技术，指导农户及时
做好田间管理工作。给各
村共发放44.6吨小麦种
子，充分调动农户的种粮
积极性，在全镇营造良好
的秋冬种氛围。同时，黄
坪镇将秋冬种工作纳入各
村农业农村工作年度考核
内容，镇纪委成立工作督
查组，加大跟踪督办力
度，有力促进秋冬种工作
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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