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黄鑫）为着力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
犯罪活动，进一步深化平安建设工作，扩大“九率一度”宣传覆
盖面，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动文明社区建设，不断促进
社区振兴。 近日，旬阳市仙河镇党委政府、尖山社区联合旬阳
农商银行（蜀河、仙河、尖山）支行、仙河派出所，共同举办“警
银携手聚合力、平安建设促振兴”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干部、派出所民警和农商行工作人员通过悬
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宣讲等形式，向参加活动的群众
讲解宣传了平安建设“九率一度”、预防电信诈骗等知识。

仙河派出所民警向广大群众通报了近期高发的电信诈骗
案件，通过举实例、打比方、讲危害等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分

析中奖、网络兼职、投资理财、交友等新型网络诈骗中的受骗心
理及应对策略，让群众了解电信网络诈骗相关常识，提高防骗、
识骗能力基础，高度警惕骗子设下的各种圈套，做到“不听、不
看、不信、不汇款、不转账”，提升公众防骗能力。

农商行工作人员就反洗钱、非法集资、预防电信诈骗、反假
货币、存款保险知识展开宣讲，提醒辖区群众要保管好个人银
行账号、密码等重要信息，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不断提升防骗
“免疫力”。

在有奖知识竞答环节，辖区居民积极抢答、踊跃发言，将本
次宣讲活动的气氛推向高潮。 本次警银共建活动，有助于建立
起信息联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警银合作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 卢火焰 张辉）
今年以来， 汉阴县交通运输局把党
史学习教育同“办人民满意交通”紧
密结合，立足工作实际，强化使命担
当，坚持齐抓共管，科学精准施策，
助力干净、畅通、宜居、文化“四个城
市”建设，为建设锦绣汉阴贡献交通
力量。

全面部署、增温加压，形成创建
工作“一盘棋”。 年初制定“四个城
市”建设年度工作计划，把巩固提升
国家卫生和健康县城、 国家森林城
市及省级文明县城作为县交通运输
系统一项中心工作， 与业务工作同
研究、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对局
班子成员分工进行调整， 将巩固卫
生县城、公路绿化、精神文明建设等
涉及“四个城市”建设的工作交由一
名班子成员分管， 便于创建工作统
一协调指挥。 协助水岸花城 A 区物
业公司做好各小区楼长推荐， 共选
配楼长 57 名，充分发动群众参与到
卫生、健康、文明、森林城市创建。每
半月集中开展一次卫生清扫活动，
局领导班子带头以上率下， 坚持卫
生责任区清扫常态化。

教育引领、深入发动，凝聚创建
共建共享合力。 开展“四个城市”建
设宣讲，向卫生责任区（水岸花城 A
区、龙滚凼西街）沿街商铺发放宣传
册页 300 份，签订环境卫生“四自一
包”责任书 20 份。组织开展出租车、
公交车驾驶员文明驾驶培训， 引导
驾驶员自觉遵守社会公德， 恪守职
业道德，诚信经营、礼貌待客、优质
服务，为市民提供了畅通、便捷、舒
适的公共服务。 积极参加“车让人·
人守规”活动，组织开展文明交通劝
导活动，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规。克
服资金困难， 主动配合国家森林城
市创建， 投资 1692 万元， 完成了
G316 平涧一级路、 双乳至涧池公
路、汉双二级公路、汉漩公路绿化美
化，营造“路在绿中、行在景中”的公
路通行环境， 实现传统的旅游公路
向公路旅游转变。

上下联动、 合力攻坚， 打造畅通和谐运输环
境。由县道路运输服务中心牵头，指导汽车站及时
做好车站保洁和防疫日常消毒，督促客运班车、公
交车、出租车做好车内座椅清洗，完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公益宣传广告。 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
队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整治出租车拒载、宰客、甩
客、不打表收费、异地营运等行为，今年累计处罚
出租车驾驶员 10 人，批评教育 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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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经

本报讯（通讯员 华正菊）日前，旬阳市人民政
府印发了《旬阳市税收共治工作指引》。 这是国家税
务总局旬阳市税务局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办、 国办
《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 落细落实
社会税收“精诚共治”，让更多涉税职能部门参与税
收治理， 推动构建税收共治新格局的一项创新举
措。

据了解，《旬阳市税收共治工作指引》梳理归纳
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明确了本市 6 类 26
个涉税关联度高的责任部门和单位应依法落实的
17 项税收共治事项，以及每一共治事项对应的政策
依据、具体内容、工作要求等，内容具体，一目了然，
同时重新确认了各单位分管领导、责任部门、联系
人和联系方式，更新了“通讯录”，为持续深化拓展
税收共治格局奠定基础。

目前旬阳市税务局与 6 家单位以及 21 个镇政
府建立了数据共享和税收协助机制， 共享不动产、
水资源、环境污染 、水利工程等信息 ，为土地增值
税、契税、耕地占用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等税种
征收管理提供支撑。 与此同时，《旬阳市税收共治工
作指引》也是协税护税单位进行业务培训学习的教
材，跨部门人员发生变动后，能通过自学迅速进入
角色，提高工作质效。

一项项增加、一步步完善，旬阳税收共治“朋友
圈”在优化营商环境和提升纳税服务水平中的促进
作用越来越明显。 随着“通讯录”的更新和“好友”数
量的增加，税务、政府与企业之间凝聚起了更多的
共识和更大的合力，也进一步增强了发展的信心和
勇气，有助于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税收治理的协同
性，进一步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本报讯 （通讯员 魏定玲）
为进一步提高流通人民币整洁
度， 积极践行 “我为群众办实
事” 实践活动要求， 努力实现
“让群众用放心钱、 用干净钱、
用满意钱”的工作目标。 近日，
紫阳农商行多措并举,全面掀起
兑换残损人民币工作热潮。

精心部署，保障落实。 为保
障残损币兑换工作有序推进 ，
该行通过召开专题会议， 对开
展活动的意义、步骤、工作要求
等作具体安排， 动员全行上下
从思想上认识到残损币兑换既
是最基础的金融服务， 更是接
触客户、 提升网点竞争力的有
效良机。

设立窗口，透明服务。 各营
业网点通过设置专门残损币兑
换窗口， 为残损币兑换开通绿

色通道， 安排专人提供兑换服
务，并在网点醒目位置张贴残损
币兑换标准，让客户对兑换标准
了然于心，换得更安心。

上门兑换，贴心服务。 辖区
21 个营业网点充分利用班后时
间，进市场、入商户、进农户，提
供无偿上门兑换服务，主动帮助
老百姓整理兑换残损币，并且在
上门服务过程中与现金流量大
的商户建立了一对一联络机制，
承诺定时提供上门兑换服务，受
到广大客户好评。

下一步，该行将把残损币兑
换工作作为常态化工作开展，主
动上门兑换残损币， 并及时把反
洗钱、防范电信诈骗、反假币等金
融知识送入千家万户， 真正把客
户的需求作为努力的方向， 努力
与客户建立心与心的“连心桥”。

近日，汉滨区大河镇天麻喜获丰收。 全镇种植天麻 3000 余亩，预计产量 15 万公斤，产值 360 万元，现已带动 140 户群众就近
就业增收。 图为产业带头人邓仁保看着收获的天麻，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本报讯 （通讯员 邵睿）“江
口支行的服务真是太周到了，上
门给我们办业务、讲政策，让我
们少跑路，办的都是实事、好事
……”一位刚刚在助农 E 终端上
完成合疗缴费的冷水沟村民高
兴地说。

为扎实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切实发挥
金融服务效能，近日，宁陕农商银
行江口支行组织 3 名员工到冷水
沟村， 上门为群众办理合疗缴费
业务。 该行工作人员首先向现场
村民宣讲了合疗缴纳政策， 并就
“九率一度”平安建设、“防范电信
诈骗”“反假币” 等相关政策知识

进行了详细宣传解读， 解答村民
关心的疑点、难点问题。 此后，工
作人员分为两组， 负责清点现金
和系统操作，迅速为 41 户 133 位
村民办理了合疗缴费业务，同时，
现场成功签约 5 户线上贷款，签
约金额达 21万元。

下一步，江口支行将继续围
绕总行党委各项决策部署 ，以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为
载体，以四季度业务竞赛活动为
抓手，着力打造“面对面”服务模
式，用更加优质的服务、专业的
技能、优良的产品，为江口镇广
大百姓产业发展提供强力金融
支撑。

仙河镇：警银共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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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潘定安
胡浩楠）为营造良好信用环境，
助力乡村振兴， 引领新民风建
设。 近日，安康农商银行在汉滨
区洪山镇兴隆社区举行 “信用
村（镇）”授牌仪式。

安康农商银行作为支持区
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一直致
力于农村信用体系和乡村文明
建设， 通过在全区范围内持续
推进 “整村授信 振兴乡村”工
程，开展“信用镇、信用村”评定
工作， 为信用村农户提供利率
优惠，解决办贷难题，优化申贷
流程，提升金融服务，扎实营造
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 有力支
持乡村产业发展及美丽乡村建
设， 向富民强区的目标坚实迈
进。

信 用 村 挂 牌 只 是 一 个 开
端 ，整村授信暨 “信用户 、信用
村”的创建是一项长期工程，安

康农商银行将始终坚持以服务
三农、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目
标， 不断加大惠农富农支持力
度，以整村授信为有力抓手，把
小额贷款真正变成农民致富增
收的“第一桶金”，以实际行动肩
负起服务乡村振兴的社会责任
和历史使命，为区域经济发展贡
献农商力量。

据了解，目前安康农商银行
已在辖内创建了 23 个 “信用
村”、2 个“信用镇 ”，其中 ，汉滨
区创建 20 个“信用村”、2 个“信
用镇”，恒口示范区创建 3 个“信
用村”，区域信用体系日益完善。
下一步，安康农商银行将进一步
加快信用村（镇）创建步伐，充分
发挥信用村（镇）资源优势，将信
用村（镇）创建工程打造成对接
“三农”、 扶助小微的重要抓手，
有效提升支农支小质效，努力推
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

安康农商银行举行“信用村”授牌仪式

安康地处中国南北地理
分界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和古代南北交通枢纽之
一。 有史以来，它以自己独有
的方式 ，联系 、滋养着绵亘万
里、 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成
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贡献者和
见证者。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安康所产的绿松石、朱砂通

过秦岭谷道和汉江水道向四周广泛传播，
成为中华早期文明交流和邦国联系的重要
物资，对推动早期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的形
成起着重要作用。

笔者在 《安康绿松石与中华早期文明
交流》中，介绍了通过对先秦时期绿松石出
土制品科技检测分析，发现山西陶寺、河南
殷墟、湖北盘龙城、河南驻马店闰楼、湖北
叶家山、 河南二里头遗址等地绿松石制品
部分原料来自今安康。 与绿松石相比，安康
朱砂不仅藏量巨大，而且品质优良，极有可
能与绿松石一道于新石器中晚期开始开
采，并传播到上述地区。 据地质勘查，目前
旬阳汞锑矿储量近 15 万吨， 居全国之首、
亚洲第一，被誉为“中国汞都”，在小河、红
军镇一带仍遗留古汞锑矿洞 1000 余个。

先秦时期，朱砂常作为颜料、墓底铺垫
等被广泛使用。 迄今，黄河流域、长江中下
游流域均发现朱砂遗迹，特别是山西陶寺、
河南殷墟、湖北盘龙城等地，朱砂与绿松石
往往出现在同一墓葬或遗址。 如：山西陶寺
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绿松石骨笄、串珠、
石管等制品，而且还发现了众多“朱砂涂骨
(身）”“朱砂铺棺”，甚至“朱砂涂散敛服”现
象， 且在 M3016 出土了疑似朱砂研磨盘、
棒。 虽目前还未能通过科技手段，准确判断
朱砂产地，但时间和空间的同一性，说明上
述地方的朱砂与绿松石原料极有可能都来
自今安康。

绿松石、朱砂资源的稀缺性和垄断性，
使它们无论是以“贸易”形式流通，还是以
“贡赋”形式获得，抑或以“战争”形式摄取，
因此而形成的生产、 贸易、 宗教和社会网
络， 加速了社会等级的分化和国家形态的
形成，推进了中华文明的演进。 特别是它们
向北传播路线与早期“玉石之路”吻合，在
沟通东西方经济、 科技和文化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两汉三国时期
安康气候湿润，土地肥沃，非常适宜发

展蚕桑， 养蚕至迟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
《诗经·小雅·南山有台》记载：“南山（秦岭）
有桑，北山有杨。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记载：“土植五谷，牲具六畜。 桑、蚕、麻……
皆纳贡之。 ”

两汉时期，安康一度为汉中郡治所，蚕
桑产业兴盛，特别是子午道的开通、以及受
张骞出使西域、蜀锦贸易的影响，使其成为
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资供应地。 二十世纪八
九十年代，石泉、平利等地先后出土了一批
与蚕、桑有关汉代文物，真实地反映了蚕桑
发展状况。 如：1984 年，石泉县谭家湾遗址
出土一枚西汉“鎏金铜蚕”。 目前，学术界普
遍认为， 它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高超的养
蚕缫丝技术， 体现了丝织品在中西贸易中
的重要地位，是“丝绸之路”发挥中外经济
文化交流纽带作用的标识。

三国时期， 安康东连曹魏丝织中心襄
阳，西邻蜀汉丝织中心成都，特别是受诸葛

亮屯兵汉中、发展农桑的影响，蚕桑产业方
兴未艾。 《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记载：
“汉水右对月谷口，山有坂月川于中，黄壤
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饶水田，故孟达与诸
葛亮书，善其川土沃美也。 ”当时安康“丝
绸”为“泛蜀锦生产地区”，极有可能随“蜀
锦”销往西域、曹魏和东吴地区。 《诸葛亮
集》记载：“今民困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
耳”。据考证， 1995 年出土于新疆尼雅遗址
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即为三国蜀锦，
具有蜀锦 “五色轻丝”的显著特征，证明北
方丝绸之路的丝绸绝大多数是由成都经蜀
道到达长安后再流通至西域各地的。 《丝绣
笔记》还记载：“魏晋以来，蜀锦勃兴，几欲
夺襄邑之席，于是襄邑乃一变而营织成，遂
使锦绫专为蜀有。 ”《丹阳记》亦记载：“江东
历代尚未有锦，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
资于蜀,而吴亦资西道。 ”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安康社会相对“安宁

康泰”，既是北方民族南下汉川和荆襄的重
要通道， 也是丝绸之路向东南延伸的重要
结点，对推动胡汉民族融合、丝路贸易、文
化交融起着重要作用。

从东汉末年起，便有甘陇、三辅、上洛
地区大量移民涌入安康， 至魏晋南北朝时
期日趋更盛。 为安置大量流民，东晋及南朝
政权在其聚集地 “皆取旧壤之名， 侨置郡
县”。 据记载， 东晋时期安康先后共设置
侨郡 4 个、侨县 16 个，刘宋时期共设置侨
郡 3 个、侨县 13 个。 南齐时期，侨置郡县虽
经“土断”，但仍保留晋昌郡（今甘肃武威市
地区)、南上洛郡、北上洛郡等侨郡，以及安
晋、宣汉、延寿、上洛、渠阳、商、拒阳、丰阳
等侨县。

此时期， 安康极有可能还有粟特等中
亚、西域商人在此活动。 当时，粟特人南下
主要通道是从长安越秦岭， 再沿水而下至
襄阳。1985 年，在紫阳宦姑滩小腊烛园一座
北魏和平二年(461)纪年墓中，出土一枚卑
路斯时期（459—484）的波斯银币和一套西
域风格的“乐舞伎铜带版”，极有可能是粟
特人的遗物。 据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史国
人）、河南洛阳唐安菩墓（安国人）等考古发
现，中亚粟特人（包括康、史、安、曹、石、米、
何、火寻和戊地国）流寓中国以后，虽大多
生活习俗与中国汉族没有太大的区别，但
仍保留了中亚地区葬俗中口含或手握金币
的传统。 《梁书·康绚传》也记载：“康绚，字
长明，华山蓝田人也。 其先出自康居……宋
永初中， 穆举乡族三千余家， 入襄阳之岘
南。 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寄居于襄阳，以
穆为秦、梁二州刺史。 ”刘宋时期，侨秦州、
梁州为今汉中、安康一带。 康氏为粟特人后
裔，作为此地主官，且家族庞大，在今安康
活动完全有可能。

丝绸之路在促进经贸交流的同时也推
动了文化的交流， 此时期安康出现了罕见的
“胡风国俗、杂相糅乱”现象，尤其表现在服
饰、乐舞、墓葬等方面。迄今，安康境内陆续出
土魏晋南北朝时期陶俑 100多个、 人物画像

砖 20 多件，既有“裤褶左衽、袖子短窄”胡服
特征，又有“裤褶右衽、宽衣博带”汉服特征。
紫阳出地的“乐舞伎铜带版”，与敦煌莫高窟
壁画《佛国世界》中 220 窟北壁《东方药师净
土变》中的“胡旋舞”极为相似乎。此时期的墓
葬，还出现了“南墓北俑”现象。

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安康“井邑神州接，帆樯海

路通”。 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当地丝绸、茶
叶等随着朝贡贸易、庸调制度、茶马互市，
远销西域及周边地区， 成为丝绸之路紧俏
商品和国家战略物资。

唐代，安康州刺史一般都由宗室或重臣
充任， 其中不乏开国者关陇胡汉军事集团李
氏、段氏等贵族，无形中拉紧了安康与长安及
西域的联系。 据《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四》
等记载，安康向朝廷土贡有：橘、麸金、茶牙、
椒、干漆、椒实、白胶香、麝香、杜仲、雷丸、枳
壳、枳实和黄蘖，无论是品种，还是数量，都远
远领先其他地区。特别绢、布分列“并第八等”
和“并第九等”，成为朝廷赋税、庸调物资，一
部分可能入西京长安， 一部分可能入东京洛
阳，还有一部分可能调配给陇右、河西等边关
或本地道兵及邮驿。 《唐六典》卷三《山南道》
记载：“厥赋绢、布、绵、紬（梁、利、随、均、荆、
襄杂有绵、绢，合州调以绵、紬，余州并调以
麻、布）。 ”《通典》卷六《食货·赋税下》还记载：
“大凡都计租税庸调……布绢绵则二千七百
馀万端屯疋 (千三百万入西京， 一百万入东
京，千三百万诸道兵赐及和籴，并远小州使充
官料邮驿等费)。 ”迄今，尚未找到直接证据，
但从有关丝路沿线出土文物可管中窥豹。
1972 年至 1973 年， 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处墓
地出土唐代带墨书题记的布、绢，其中一件庸
调布上墨书题款：“西浦里，贺思敬。 郧县，光
同乡贺思敬庸调布一端开元九年八月□日。
专知官主簿苑”；另两件分别墨书“□州西乡
县云□乡”“均州□乡县”。该墓地还出土了一
件文书《唐仪凤三年度支奏抄》：“每年伊州贮
物三万段，瓜州贮物壹万。剑南诸州庸调送至
凉府日，请委府。 ”这些都与《唐六典》等史书
关于租税、庸调记载相符。 若按“诸课户一丁
租调，准武德二年之制。 其调绢絁布，并随乡
土所出。 绢絁各二丈，布则二丈五尺。 输绢絁
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标准，以及“户万四
千九十一，口五万七千九百二十九”计算，安
康当时每年至少生产庸绢絁 4 万余匹、 布 5
万余匹。

两宋时期，安康由于战略与地缘关系，成
为国家与西北及中亚、 西亚等地区 “贡赐贸
易”的“生产基地”。 熙宁七年（1074），朝廷开
始在四川地区榷茶，由政府统一控制蜀茶，将
大量蜀茶运送陕西秦凤 （治所今甘肃天水
市）、熙河（治所今甘肃临洮）两路，用茶叶与
“西羌”“博马”，达到以马制番、强国固边的目
的。 它标志历时 700余年的“茶马互市”正式
开始。“茶马互市”的开通，大大刺激了安康及
周边地区茶叶的种植与交易。 《文献通考》卷
十八《征榷考五》记载：“自熙宁七年（1074）至
元丰八年（1085），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
州为场六，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税息至

李稷加为五十万， 及陆师闵为百
万云。 ”据估算，此时期安康输出
茶叶至少 20 万斤 ， 可易马约
2000匹。

明清至民国时期
明清至民国时期，虽国家政

治、经济中心南移，陆上丝绸之
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时断时续，但
安康始终保持与其联系，贡献着

自己的“最大力量”。
明洪武年间， 政府在陕西率先实行茶

马交易，先后在河州、洮州、秦州设立茶马
司，正式开通陕甘茶马道，“用茶易马，固番
人心，且以强中国”。 陕甘茶马道的开通，大
大促进了安康茶叶的生产和销售， 且担负
起构筑西北部边陲的重任 。 明洪武四年
﹙1571﹚，“陕西汉中 、金州 、石泉 、汉阴 、平
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
余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 无主茶
园，令军士薅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马。 ”陕
甘茶马道历时三百余年， 与康藏茶马古道
和滇川茶马古道相比，是最先开通，也是最
具严格意义的茶马古道。 它以紫阳为起点，
经石泉、西乡等到汉中，过汉中“批验所”检
验后分两路通往甘、宁、青、藏地区。 横贯整
个中国西部的三条茶马古道，将陕、甘、宁、
青、蒙、川、藏、滇八省区联接在一起，成为
古代西部主要的交通大动脉， 对经济开发
和民族融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据记载，安
康、汉中每年输出茶约 300 万斤，可易马约
3 万匹。

清中后期， 紫阳茶成为 “全国十大名
茶”， 除每年百余万斤的继续销往关中、甘
宁和青新地区外，随着汉江水运的兴盛，一
部分水运至湖北老河口、襄樊，然后陆运至
河南赊旗，并入中俄万里茶道，行销蒙俄地
区。 《赊旗发货报厘金寨费》记载：“光绪二
十年（1894）冬因海防各长厘金银二乘，俊
平即免……紫阳茶七十斤以下 ， 报银八
分。 ”《紫阳茶之产销》亦记载：紫阳茶“向东
销售者 ,几全用水运 ,经湖北老河口转销于
鄂豫两省西部之地”。 据统计，紫阳茶行销
蒙俄地区二百余年， 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爆
发而终止，年均输出 10 万斤以上。 另一部
分紫阳茶继续顺江而下，发往安陆、汉口等
地区，甚至远销海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物资。 1932 年天津《大公报》报道：“紫
阳茶则产量甚丰，茶质亦佳，最上品的色香
味与西湖龙井、 六安之茅尖不相上下……
更粗者即制为茶砖， 均运往武汉长江一带
售卖，与浙皖之茶并受欢迎。 近年汉水虽被
阻， 每年产额犹达百万斤左右。 ”《安康县
志·外贸出口》 亦记载：“民国十九年(1930)
至二十八年(1939)，专营茶叶的商号 2 家，
挑拣成庄外销到土耳其、阿拉伯等国，年经
营量在 1400 吨以上，其中紫阳茶占 80%。 ”

除茶叶外， 安康还有许多特产一路销
往西北地区，另一路销往汉口地区。 一是棉
花。 明清时期，一度“汉中、安康两个地区全
年输出棉花约为 200 万公斤， 大部分行销
于川北、陇南，也有水运至汉口出售。 ”二是
丝绸。 清代末期，安康生丝产量达到十二三
万斤 ，远销长安 、河南 、老河口 、汉口及外
洋，成为当时出口大宗。 三是中药材、生漆、
桐油等。 随着秦巴山区开发，大量居民入山
采挖中药材，割取野生漆和桐油，经过一定
加工后，贩运至汉口，转销全国，成为当地
巨额利源。 安康是当时全国五大生漆产地
之一，尤以平利“牛王漆”最为有名，仅清中
叶每年外运就达到 20—30 万斤。

安 康 与 丝 绸 之 路
谭波才 何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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