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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在宜
川县秋林镇大子村就有一家胡家酒坊，
它因酿造苹果酒而远近闻名，香甜浓郁
的苹果酒香不仅陶醉了顾客，也让果农
们尝到了种苹果的“甜头”。

胡家酒坊是胡阳民父亲胡贺根创
立的，一直酿造粮食酒。2016年，胡阳
民和父亲开始自主研发苹果酒，历时几
年时间，2019年终于获得成功，2020年

开始批量生产。
在胡阳民家门前的广场上，一堆残

次果堆成了小山。胡阳民说，去年全村
的苹果都被冰雹打了，商品果更是少之
又少，只能全部当果汁处理，农民的收
入微乎其微。

“宜川是果业大县，每每看到果农
辛苦种植的苹果被外地果汁厂以两三
毛钱的价格收购，我就想，这些苹果如

果不贱卖的话那还能做啥？”胡阳民
说，“想到有葡萄酒，就和父亲商量能
不能做苹果酒，父亲觉得这个提议好，
于是我们就开始查资料，反复做实
验。”

胡家酒坊的苹果酒主要分为苹果
酒和苹果蒸馏酒，胡阳民负责销售，父
亲胡贺根则负责加工。2020年，胡阳民
售出了50吨苹果酒。

为了让更多的果农受益，胡阳民在
自己酿酒卖酒的同时，推出了代加工服
务，帮助果农加工苹果酒，然后再卖出
去，这样既加快了苹果的销售，又将苹
果收益最大化。

“我是鹿川的果农，这儿的苹果质
量不好，一般都是通货五六毛一斤就全
卖了。前年在胡家酒坊加工了两万斤
苹果，全部酿成了苹果酒，从销售情况
看，苹果酒比卖苹果强太多了，两万斤
苹果出一万斤酒，一斤酒还卖五十块
呢。”秋林镇南庄村的果农崔冬冬尝到
了甜头，去年，他在村里收购了五万斤
苹果，全部加工成苹果酒，在镇上和县
城开店，专门销售苹果酒。

像崔冬冬一样的果农还有十来家，

他们心里都算过这样一笔账，2000斤苹
果出1000斤苹果酒，按最低价位的苹果
酒 50元一斤计算，1000斤苹果酒就是 5
万元，而 2000斤苹果卖果汁还卖不到
1000元。就算除去人工、代加工费、包
装等成本，苹果酒的利润也是苹果的数
十倍。

“咱们的苹果酒对果品要求不高，
收回来都要去核、切碎，实现残次果效
益最大化。而且苹果酒口感醇厚、营养
丰富，深受客户喜欢。”胡阳民介绍道。

2020年，胡阳民为本地果农代加工
苹果酒 150多吨，帮助部分合作商注册
了商标，已实现鹿蟒山、山峁峁、壶口苹
果酒等系列产品上市。

目前，胡家酒坊年加工苹果 600余
吨，注册了苹果夫人、山峁峁、大子村、
阳民优选等品牌商标，在宜川县城开设
了门店、展厅及全国配送中心，同时，胡
阳民还通过网络销售，将苹果酒远销北
京、浙江、厦门等地。

“未来三年，我们计划扩大产能，增
加生产线，可以带动更多果农以及涉农
企业进行苹果深加工，让更多果农享受
到苹果深加工的红利。”胡阳民说道。

胡阳民:酿出一壶好酒
通讯员 武小丽

● 博览会上，宜川苹果酒深受客商青睐

11年前，一个年轻人从黄龙县来到
宜川县。一路走来，凭借坚韧不拔的毅
力、宽厚的人品，在宜川餐饮界打拼出
了一片天地。

他就是宜川县老西安牛羊肉泡馍
馆老板——周杨。

中午11点，位于宜川县城区彩虹桥
旁的老西安牛羊肉泡馍馆迎来了第一
批顾客。

32岁的老板周杨马上来到后厨忙
碌起来，他熟练地将掰好的饼放到锅
里，加入羊肉汤、木耳、粉丝煮熟。然
后调入盐、味精拌匀，盛入碗内，放上
切成片的卤羊肉，撒上香菜。不一会
儿，一碗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羊肉泡
馍就做好了，红红的辣子油漂浮在汤
上，鲜香的羊肉、翠绿的香菜和葱末，
晶莹剔透的粉丝，令人赏心悦目、胃口
大开。

“我是一名大学生，以前在宜川县
上学的时候经常会和我的小伙伴来这
家泡馍馆吃饭，感觉味道挺不错的。到
外地上学以后，一直对这家泡馍馆念念

不忘，所以现在趁着假期和我的小伙伴
再来吃几次。”顾客李女士说。

“这家老西安牛羊肉泡馍馆味道
不错，吃上一碗泡馍既舒服又暖心，我
经常和朋友一起来吃。”顾客周大爷
说。

周杨告诉记者，刚开始创业时，自
己常常晚睡早起，仔细分析店里顾客吃
完泡馍后反馈回来的意见，多次到同行
餐馆帮忙学习……

十一年如一日，现在周杨家的泡馍
烹制精细，肉烂汤浓，肥而不腻，营养
丰富，香气四溢，诱人食欲，食后回味
无穷，来他店里吃饭的顾客也越来越
多，一年能赚十几万元，自己也觉得挺
满足的。

“在宜川县开店 11年了，我发现宜
川人民很淳朴，心地特别善良，也交到
了许多宜川朋友，现在我已经在宜川县
成家了，成了宜川女婿。下一步，我会
不断根据顾客的建议，慢慢调整菜品，
改善店里用餐环境，争取做到百年老字
号。”周杨信心满满地说。

八月，艳阳高照，恰是花椒丰收的季节。在延长县各花椒
种植点，颗粒饱满的“红精灵”散发出扑鼻椒香，不仅给村里人
带来收获的喜悦，更带来了乡村振兴的希望。

走进延长县雷赤镇凉水岸村，浓郁的椒香扑面而来，郁郁
葱葱的花椒树上，一串串鲜红饱满的花椒缀满枝头，红彤彤的，
煞是可爱。“大伙再加把劲儿……”椒农冯治业扯着嗓子喊道。
在他的花椒园里，工人们正在忙碌着采摘花椒。

“我种了50亩花椒，一亩花椒大约能产100斤左右，一斤花椒
20块钱，算下来能收入10万块钱左右，我觉得效益还是相当不错
的。”冯治业喜笑颜开，一边采摘花椒，一边盘算着今年的好收成。

花椒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田间管理和采摘是全靠手工
劳动，需要大量劳动力，特别是到花椒采摘季节，最是繁忙、辛
苦。为抢抓花椒成熟期，完成采摘工作，冯治业以采摘一斤两
块钱的价格雇用了几个“采摘能手”。

“我是交口镇种苹果的，最近农闲，到下坡村来摘几天花椒，
摘一斤花椒能挣两块钱，一天能摘个七八十斤，能挣到一百五六
十块钱，补贴点家用，我觉得挺好的。”采椒人马翻梅满意地说。

小小的花椒树，百姓的“摇钱树”。据凉水岸村党支部书记
冯志安介绍，凉水岸花椒品种是大红袍，今年2500亩花椒丰收
了，每斤能卖到二十元左右，次的也能卖十七八元。“今年真是
个肥年！”冯志安激动地说道。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础。近年来，雷赤镇立足独特地域优
势，把花椒产业作为群众致富增收的优势产业，依托产业扶持政
策，建基地、抓管理、强科技、促营销，使花椒产业实现了粗放经营
向科学管理，产品优势向商品优势的大转变，花椒产业“闯”出了新
路子、“迈”向了多元化，成为雷赤镇强镇富民的优势特色产业。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扶持力度，加强技术服务和指导，
进一步提升花椒的产量和品质。”雷赤镇镇长马志有说，“同时，依
托已建成的花椒加工厂房和色选机、脱壳机、真空包装机等先进设
备，通过游客采摘、电商平台销售、企业订单销售等方式，在深加工
和销售环节持续发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奏响乡村振兴‘椒’响曲。”

本报讯（通讯员 周凯）“以前一下雨，脚下面泥泞得没办
法走，这个地方很难出租，现在就好出租了，各方面也都变好
了。”8月18日，家住宜川县丹州街道的王成祥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丹州街道不断推进背街小巷改造提升工程，进
一步提升城市品质，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北窑村和南街村，昔日“脏乱差”的小巷旧貌换新颜，完
全看不出一点“陈旧”巷子的踪影，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条条统一
硬化的水泥路面，整个巷子整洁又靓丽。

“政府把这条路修好以后，解决了困扰大家的问题，原来都
是水渠，卫生脏得要命。修好以后，卫生变好了，人们住在这也
感觉舒心了。”北窑村村民路思德说。

南街村村民李喜莲说：“这条路原来坑坑洼洼的不好走，修
好以后人们出入方便了，真的特别高兴。”

为全面提升辖区居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进一步改善
居民居住出行环境，自7月起，丹州街道对辖区背街小巷、地势
低洼且排水管道堵塞老化，在汛期和平常容易出现积水、污水
的巷道进行了改造。同时，重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背街小巷
环境卫生、街巷秩序、市政设施、灯饰照明等环境突出问题，打
通了一条又一条民心之路。

“目前，重点对南街、北窑等村实施巷道硬化合计 3公里、
护岸维修加固7处、水渠疏通维修9条，切实解决了居民群众出
行不方便、不安全的难题，优化了人居环境，让居民出行更方
便，居住更舒适。”丹州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长强俊堂介绍说。

改造背街小巷 扮靓城市“里子”

● 工人正在硬化背街小巷

近日，宜川县交里乡联合县农广校，组织80余名新优品种
改良工程示范户，深入铜川市、洛川县，现场观摩学习果园现代
化防灾抗灾系统建设，苹果新品种的特点及发展前景，矮化果
园的肥水管理、病虫防治、枝组修剪等技术，以及苹果“不套袋”
栽培技术和“叶相管理”技术，进一步提升果农在新优品种栽
培、果园管理方面的认识，坚定他们发展苹果产业、发展新优品
种的信心。 通讯员 魏欣毓 摄

雷赤花椒香满山
通讯员 李浩楠 杨一帆

● 马翻梅在椒园采摘花椒

外出学习取真经 借鉴交流促提升

周杨：一碗羊肉泡 十年创业情
通讯员 张佳威 高雷波 刘博康

● 周杨在厨房制作羊肉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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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在田野里尽情游玩采风、闲坐
钓鱼，静享天然氧吧，感受垂钓乐趣；傍
晚，伴着拂面微风，闻着花香四溢，烹茶
煮酒，畅谈美好未来，憧憬幸福生活。初
秋，一幅诗情画意的休闲旅游景象正在
延长县徐徐展开。

“今天，我从延安到延长瓦村水库来
钓鱼，感觉这里风景特别好，山青水绿
的。”游客白伟说，“刚才钓了一条野生草
鱼，有两三斤重，我以后还会到这儿来钓
鱼，带着朋友一起来。”

八月葵花向日晴，遍地盛开富民
花。走进延长县黑家堡镇中村，奔赴一
场与百亩葵花海的浪漫心灵之约。朝阳
下，数万朵葵花在田野中摇曳，如同金色
的海洋，如潮如汐，宛若人间仙境。在感
受花海的同时，还可以品尝新鲜独特的
葵花籽。

近年来，黑家堡镇中村充分发挥区
位优势，带领群众发展葵花产业，打造延
长县首家葵花交易市场，建成优质葵花

油加工基地，在保证全年收入的同时，不
断拓展葵花产业链，发展赏千亩葵花旅
游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今年，我镇围绕现代农业示范区
建设，新种植了油葵、向日葵 200多亩，
目前已经进入成熟期，欢迎大家前来采
摘尝鲜，也欢迎大家来游玩，品尝我们的
油葵和油葵油。”延长县黑家堡镇党委副
书记赵光耀说。

瓜果飘香游人醉，串串葡萄甜入
心。走进黑家堡镇胡家村的葡萄园内，
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葡萄藤上硕
果累累，一串串葡萄高低错落地垂挂下
来，像一串串珍珠，一颗颗玛瑙，用醉人
的甘甜回馈着果农，吸引着游客。

拎着果篮，带着家人穿梭在葡萄园
里，摘下最甜最饱满的果实。市民李杰
带着一家人来到胡家村葡萄采摘园，体
验农家生活，感受田园风光，尽享采摘乐
趣。

“这个葡萄的口感相当不错，我们每

年都过来采摘，家里人也特别喜欢吃。”
李杰说，“趁着还没开学，带老婆和孩子
过来采摘一下，也让家人体验一下采摘
的乐趣。”

除了上文提到的休闲旅游地点外，
延长县陆一井旧址、东征会议旧址、翠屏
山公园、石阁山景区、郭旗现代农业示范
园、薛家芽塬桃李子采摘园、佛光村千亩
梨园……越来越多的休闲旅游打卡点成
为各地游客的目的地，成了推动延长县
乡村振兴的“宝地”。

延长县旅游服务中心主任李国强
说：“近年来，延长县旅游服务中心着力
构建‘旅游景区+农业产业+乡村体验+科
普和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新模式，打造集
现代农业、生态景观、乡土风情、休闲度
假、文体娱乐、科普和农耕体验于一体的
新业态，城市居民到乡村旅游消费蔚然
成风，促进了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全县乡村旅游业步入
了蓬勃发展新阶段。”

● 游客在池塘边休闲垂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