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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有产业依托，户户有致
富渠道。苹果、水稻已经成为富
县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而
红薯、贝贝南瓜、麒麟西瓜等特
色产业已经成为富县农民又一
增收的好产业。这两天，茶坊街
道办事处平泉村的沙地红薯正
准备上市，优质的品质引来了当
地各大超市的青睐。

“看你们红薯挺好，想让你
们提供货源，但是一定要分拣，
大小均匀。”近日，富县客都超市
采购主管常凤琴对平泉村第一
书记潘军平说。

“放心吧，一定按照你们超
市供货标准，全部按大小个头分
拣好。”潘军平回答道。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今
年，当地进行多方考察，积极流
转土地，种植红薯。种植之初，
驻村干部就带领村民从起垄、注
水、扦插和控蔓等各个环节，寻
求技术上的指导，经过精心培育
红薯喜获丰收，每亩产量达到
2000公斤。在收获的同时，村上
又组织人员多方宣传，通过网
络、抖音等向外推介，多地客商
纷纷咨询，洽谈收购事宜。

平泉村村民罗广忠今年首
次种植红薯，看着丰收的红薯，
他高兴地告诉记者，红薯已经成
为他的第三产业。

“这红薯不仅品种好，产量
还高，一亩地产 4000多斤，根据
市场价一亩地能卖 4000至 5000
元。”罗广忠高兴地说。

据了解，红薯种植成本低、
好管理、收益高，收获时需要大
量人工，给周边的剩余农村劳动
力提供了农闲期的就业机会。

“我村土质含沙量大，通过
对地质的研究，比较适宜种植红
薯，通过多方考察，统一规划，最
后决定引进种植秦术五号，通过
集体栽植 30亩，带动农户 72亩，
制定和落实严格管护措施，保证

成活率，目前已进入采摘阶段，
亩产可达到5000斤左右，今年红
薯大丰收。”富县平泉村党支部
书记罗万明说。

为了解决种植户的后顾之
忧，当地还积极对接各大超市进
行销售。因为品种、土质和科学
管护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红薯
软糯香甜，回头客很多。目前，
近亩红薯已经基本售罄，只等工
人装箱发货，送到买家手中。

“我们村的主导产业是大面
积种植玉米和少量苹果，农业产
业单一，经过多方考察，因地制
宜引进了这个沙地红薯，通过一
年种植，现在已经丰产，为了解
决种植户销售后顾之忧，我们积
极和县上各大超市对接，让各大
超市销售首选我们平泉村的红
薯，目前已经和部分超市达成协
议，解决了种植户销售的后顾之
忧。”潘军平说。

近年来，富县坚持靶向施策
推动农业提质增效，通过大力发
展苹果产业，精准发展特色产
业，持续发展绿色农业，着力推
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土地
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有效开
辟了群众增收致富新途径。先
后成功创建了国家级“两县两
区”喜人成果，今年又跻身第三
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
建县区。“富县苹果”今年又成功
纳入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名录。

“下一步，富县将在保持现
有产业规模稳定的基础上，重点
围绕‘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
区’创建工作下功夫、做文章，持
续提升农产品质量。同时，聚焦
苹果、设施蔬菜、畜禽养殖、小杂
粮 4条农业全产业链建设，大力
拓宽农业投入渠道，实施产业融
合发展项目，为落实全县‘三个
年’活动争光添彩。”富县农业农
村局党委副书记杨晓林说。

“这锅曲是高粱酿的，今年的新稻下来之
后就该用咱们的新贡米酿酒曲了。”近日，坐落
在富县直罗镇的秦直之路酒业有限公司酿酒
师缑集会介绍道。

走进厂房里的酿酒室，到处都是四溢的酒
香，堆积的酒曲冒着腾腾热气。工人们正热火
朝天地忙碌着，他们挥舞铁锹，将经过蒸煮后
的原料进行摊晾拌曲，在工人一丝不苟地完成
一道道工序下，一股清澈的纯粮食酒缓缓流
出，沁人心脾。

别小看这一道道工序，由陕西秦直之路酒
业有限公司所传承的秦直古酒酿造技艺，可是
富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据了解，秦直酒业酿酒历史悠久，上世纪
20年代以来就蓬勃发展，从最开始的秦直酒坊
发展为现在的秦直酒业，传承了传统古法清香
工艺纯粮酿造，严把酿造各个环节，不添加任
何化学香精香料。

正是严格遵循秦直酒的古法酿造工艺，才

有了“清香纯正，爽净协调”的秦直好酒。其酒
原料以直罗大米、玉米和优质的高粱配以子午
岭的山泉水，所用粮食生长周期长，颗粒坚实、
饱满、均匀。

缑集会介绍道，古酒采用纯良固态发酵，
曲料更是直接传承秘方，高温大曲入池发酵，
发酵温度最高达60摄氏度以上。

古酒酿造工序繁复，洗粮、粉粮、润粮，再
到上锅蒸粮，摊晾，之后进行撒曲、翻拌，然后
下坑踩坑，发酵 20 多天以后出坑再上锅蒸
酒。3次发酵，蒸馏后，才可得新酒。

三分酿，七分藏。蒸馏好的原浆酒，还需
在陶瓮里面恒温储存最少三年，以改善原酒的
感官风味，使其自然成熟，达到原生态大自然
的味道。再进行原浆兑原浆，把度数调到 52~
53度之间，灌装之后再经过检验合格方可上
市。

坚持窖储三年以上才上市售卖以保持古
酒的原始粮食风味，赢得了百姓的一致好评。

秦直之路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任亚芝，同
时也是秦直古酒酿造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致
力于传统工艺的老味新生，不断让酿造技艺如
古树再发新芽般茁壮成长。由公司酿造的秦
直贡酒曾荣获陕西省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后
稷奖”，秦直古酒酿造技艺还被列入延安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出生于当地的作家、雕刻艺术师秦禾先
生还曾为秦直古酒作诗《七绝·醉喜家乡秦
直酒坊庚子升级》：“葫芦河畔稻花香，贡酒
秦直奉玉浆。子午山深民好客，三杯过后
若还乡。”

任亚芝说：“我的梦想就是让秦直古法
酿造的粮食酒，走出富县，走出陕西，走向世
界！”

近年来，秦直酒业的产量逐年提升，年
产能200余吨。产业稳步发展的背后，是秦直
酒业不遗余力在传统技艺上不断“破圈”和坚
守，用自身产业支撑发扬家乡文化的决心。

● 苹果挂枝头

● 村民罗广忠的红薯喜获丰收

秋日的早晨，在富县北道德乡照
八寺村，蓝天白云，绿树红瓦，阡陌相
通，一座座农家小院错落有致，一片片
果园披锦焕彩，被红彤彤的苹果园包裹
着的小村庄处处弥漫着淡淡的果香。

果农秦向阳正在自家矮化密植园
里忙活着，手里电话不时响起。“真没有
果儿了，都预订完了，明年早点联系。”

“你们看，我家苹果不仅果大形
正、脆甜多汁，而且成熟期比富士早
20天，成熟期错开了市场高峰期，抢
占了市场空白，是非常具有发展潜力
的好品种，连续几年都订了 4块多。”
放下电话，秦向阳从树上采摘下一颗
苹果，让记者品尝。

“矮化园从品种、管理，施肥、打药
等整个劳作模式都产生了更新。在技
术方面，实现了简化管理，利用大行间
采取机械化作业，配备水肥一体化系
统，果农打药不上树，采果不上树，节
省了人工，降低了养护成本。在果品
方面，矮化密植技术有当年见花、次年
结果、三年丰产，耗时短、收益高的特
点，再依托新品种苹果创新发展，带动
当地苹果产业提质增效。”如今，矮化
园让秦向阳看到了希望，更有了干劲。

“我们按照‘宜乔则乔，宜矮则矮’

的原则，新建果园1200余亩，积极发展
富士新优早中熟品种，解决晚熟品种占
比大、品种单一问题，形成错峰上市。
同时，积极探索可复制的发展路径和模
式，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引领果业高质
量发展，围绕产出率、优果率、亩效益等
主要参数，打造纪路村300亩‘整行间
伐+社会化服务’示范区，东村100亩‘高
质高效+美丽果园’示范区，照八寺100
亩‘矮化密植+富士新优品系’示范区，
创建高质高效暨美丽果园3个。”北道德
乡综合服务站站长尉玺说。

北道德乡只是富县在全面推进苹果
高质量发展“百千万”示范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富县完成苹果老园改造3.8万
亩，新建50亩以上间伐示范园20个，抓
创50亩以上高质高效示范园15个。

“近几年，富县的苹果除了改造老
园提高效益和品质外，还新建果园突
出新优品种，发展矮化密植园。矮化
密植是早期分产，产量高、品质好，是
富县苹果以后的发展方向。”富县果业
中心主任王延林说，下一步将坚持绿
色高质量发展理念，加快推进新优品
种改良、质量提升、品牌打造，提高苹
果标准化生产水平，促进果业全面转
型升级，带动乡村产业振兴。

矮化园种出“致富果”

如果说苹果产业是富县塬区果农
致富的“金果果”，那么绿水青山就是
富县川道农民富裕的“金山银山”。这
两天，位于富县葫芦河川的万亩连片
的稻田一望无际，丰收在望。

张家湾镇川庄村水稻种植 568
亩，是当地“千亩水稻”的核心示范
区。当地通过大力发展“智慧稻田”，
促进水稻生产节本增效、增产增收。

“我们为这片稻田安装了智慧农
业物联网监测服务系统，实现了节水
灌溉自动化，还能为稻田提供16项数
据监测，更便于稻田管理。”技术员介
绍道。

“智慧稻田用起来很方便，通过显
示屏上的编号，就可以看到稻田的水位
情况，哪一块需要水放哪一块就行。再
不用每天两三趟往田里跑了，省事多
了。一个人管五六十亩都没问题。”富
县张家湾镇川庄村村民王锁说。

张庆军是川庄村水稻专业合作社
的负责人，种植水稻已有 5 个年头
了。今年他的合作社种植了80亩，还
自己建起了稻米加工厂房，将农户们
富余的稻谷进行统一收购，工人们将
新收的稻谷倒入大米加工设备内进行
加工，短短几道程序，一袋袋成品大米
即可出厂销售。

“我们加工厂为了提高大米的品
质，增加了筛选机和抛光机，选出来的

大米米粒短圆，色泽透亮，一天能加工
原稻谷 10 吨左右，出米率达 5 至 6
吨。”富县川庄村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张庆军说。

为了拓宽水稻销路，张家湾镇还
开发了微信小程序，将稻田搬上“云
端”，以9.9元/平方米供客户“云认养”。

“川庄村这几年的变化是真的大，
2016年我刚来的时候，村里人烟稀
少，很多老乡家大门紧锁。稻田恢复
以后，许多年轻人都愿意回来种水稻
了，能在家门口谋生，谁又愿意远走他
乡呢？”川庄村驻队干部乔建国说。

从最初的稻田恢复，到后来的富
硒水稻种植、稻鸭共养、稻鱼共养，直
到如今的稻田智慧化、田园综合体构
建，川庄村如一名奋力追赶的“后进
生”，在名为“拼搏”的道路上不断追赶
超越。

“今年，我们在完成 9800亩水稻
种植的基础上，又完成 400亩的复合
套种和2500亩的大豆种植。同时，新
发展了280亩特色产业贝贝南瓜。”富
县直罗镇副镇长秦军帅说。

目前，富县已在直罗、张村驿、张
家湾、北道德 4个乡镇种植水稻 1.56
万亩，通过统一品种、智能数字化大棚
育秧、全程机械化种植管理、“云稻米”
认养销售等方式，推动全县水稻产业
可持续发展。

喜看“稻”路更宽广

探访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秦直古酒酿造技艺——

酒香飘今朝 壶中岁月长
通讯员 孙小雪 袁欣

特色产业红利多

● 缑集会（左）准备将酒曲入窖

红彤彤红彤彤、、金灿灿金灿灿，，映出鄜州大地丰收景映出鄜州大地丰收景
记者 樊小帅 通讯员 叶忠勇

● 川庄村连片水稻风景如画

塬面漫山遍野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让人垂涎欲

滴；川道金灿灿的稻穗颗粒饱满，摇曳间散发出阵阵稻

香；红薯、南瓜等特色农产品也呈现出一派采摘、运输、

销售的忙碌景象……又到一年丰收好时节，丰收的喜悦

在富县的田间弥漫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