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西安 8 月 17 日电（记者 郑昕）16 日晚间 9 点多，
巴山小城陕西省岚皋县的碗场坝广场灯火辉煌，正在这里举
行的 2024 巴山汉水和美乡村篮球大赛（“陕西村 BA”）文旅
挑战赛揭幕战激战正酣。 首节战罢，带队出赛的贵州省台江
县台盘村村委会主任岑江龙走出喧嚣的球场接电话，正撞见
与赛场一河之隔的岚皋县城关镇肖家坝社区的党总支书记
贾永建。

两位基层干部此前并不相识，却因为“村 BA”的话题聊
到了一起。

“我 2020 年 7 月去贵州学习了一周时间，抽了一天来台
盘村看‘村 BA’比赛，当时赛场人山人海没能进去，但兴许和
你有了一面之缘。 ”贾永建说着，身上白色 T 恤印着的岚皋
“村 BA”标识与岑江龙上衣的台江“村 BA”标识相映成趣。

台江县的“村 BA”虽说在近两三年才“出圈”成为全国话
题，但在当地早已有数十年的积累，成为老百姓的一大盛事，
这也是贾永建一直心驰神往的。 这几天来，贾永建在社区连
开了三次会，部署配合挑战赛的文艺展演和商业活动。

作为岚皋全县餐饮商贸最为发达的“白菜心”，他很想知
道如何在自己的辖区内复制台盘村的盛景。

“我昨天下午才到岚皋，一进县城就觉得这里和我们台
江很像———都是四面环山，中间有一条河穿城而过。 ”岑江龙
说，“今天晚上的气氛也很好，观众们格外热情，自创助威口
号，感觉就像回到了我们村的赛场。 ”

自“村 BA”爆火，岑江龙就成了“空中飞人”。 尤其是在
2023 年被推选为村委会主任后，兼任着台盘村篮球协会会长
的他，成了当地“村 BA”一定程度上的操盘手，把赛事和文旅
商贸融合，推动乡村振兴。 在岚皋县停留不到 30 个小时，他
在 16 日深夜就要返程出席周末在台江举行的文旅活动———
这已成了他工作生活的常态。

“台盘村由‘村 BA’带来的改变很大，基础设施有了明显
提升，老百姓靠着在赛场售卖土特产 、在网上销售贴着 ‘村
BA’官方标识的文创产品，收入节节提高，村上由体育消费带

动的集体经济也不断扩充。 ”岑江龙说，村民找到了乐子，发
展找到了路子，乡村振兴也有了抓手。

作为后发地区，岚皋县去年也办起了“村 BA”，但由于经
验不足，影响力仅止于秦巴山区。 今年 ，岚皋县决定将 “村
BA”作为牵引全县夏秋季节群众活动的“火车头”，邀请台江
县的赛事运营推广团队，在 8 月至 10 月间举办文旅挑战赛，
并配合暑期、中国农民丰收节、国庆节等重要节点安排一系
列“夜经济”活动。 16 日晚间的“头炮”打响，小山城里万人空
巷， 不仅碗场坝的赛场内外聚满了免费观赛的各地群众，就
连县城里不少在岚河两岸散步健身的群众，也不忘打开手机
在各路直播平台观看赛况。 “这次比赛能够吸引不少西
安、重庆的观众过来，不仅因为球赛精彩，也因为我们的服务
让外地游客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 ”贾永建说，仅仅他们社区
这次就派出 143 名志愿者，在赛场周边提供停车引导、住宿咨
询、秩序维持等服务。

贾永建告诉岑江龙，肖家坝社区的气排球运动也开展得
有声有色。 近年来当地建成了专业气排球场，并举办了全省
比赛。 “我们后面还要依托气排球运动更受老年人青睐的特
点，在社区开发一些康养休闲旅游项目，并且和县上的特产
经销商合作开发旅游产品。 ”贾永建说。

听到这里，岑江龙连连称是。 随着台江“村 BA”的影响力
扩大，他也在考虑建立赛事联盟，将办赛模式和发展经验复
制到全国更多乡村。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关于促进服务消费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到，鼓励创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赛事品牌，培育专业化运营团队，引导各地推出特色鲜明的
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 这更让岑江龙信心十足，“我们有成熟
的经验和成型的团队，未来更加专业、更具带动力的‘村 BA’
一定可以在全国落地、开花、结果。 ”

“我们也等着那一天， 岚皋在其中肯定是一个重要赛
区。 ”贾永建对岑江龙说，“再过几年，等县上的高铁通了，一
定会有更多人从全国前来感受我们小城的秀丽和老百姓的
热情。 到时候，我再邀请你来看比赛。 ”

两位基层干部的“篮球夜话”

贾永建（左）正在和岑江龙进行交流。
新华社记者 郑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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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四）

1936 年 12 月 12 日，爆发西安事变。 中共
中央代表和红军代表团到达西安， 中共西北特
支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关系交给中共中央
代表和红军代表团。 为阻南京方面的部队西进
潼关， 中共中央代表命令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
改为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 迅速开往潼关以东
参加破坏铁路。

改为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的陕南人民抗日
第一军接到命令后， 立即停止攻打汉阴县城的
计划，全军 1000 余人在军长何振亚率领下高举
抗日救国的大旗，从汉阴县双庙子挥师北上，日
夜兼程，翻过秦岭，到达长安县子午镇。 因西安
事变已和平解决， 上级命令这支部队归红十五
军团领导，并于 1937 年 2 月 9 日抵达礼泉县叱
干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3 月初，在甘肃
庆阳驿马关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 何振亚任
团长，李雪三任政委，沈启贤任参谋长。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
华战争爆发。 8 月，红十五军团警卫团编为国民
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何
振亚任营长，与全师一起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
日前线。

8 月底，警卫营从韩城县芝川镇渡过黄河，
到山西省荣和。从侯马乘同蒲铁路的火车北上，
在崞县原坪镇下车，于沙河镇首战日本侵略军，
随后翻越五台山，穿过长城，参加平型关战斗，
全师取得消灭日军坂垣师团 1000 余人的伟大
胜利。

平型关大捷后， 警卫营随同一一五师主力
活动于晋东北，袭击张家口至广灵、代县的交通
线，并向日军侧翼出击。 在代县中解口，警卫营
第一次与日军硬碰硬的独立作战。战斗中，警卫
营的战士虽然伤亡很大，但表现得非常英勇。营
长何振亚、政委李雪三的警卫员均负重伤倒下，
何、李仍指挥全营猛烈出击。汉阴籍战士刘华林
被敌打掉了下巴骨仍顽强战斗， 直至取得消灭
日军 50 多人的胜利，缴获日军—部分武器。 这

次战斗，受到团部表扬，证明由原陕南人民抗日
第一军组成的警卫营有很强的战斗力。

1938 年 4 月初，日军调集 3 万余人，分 9 路
向晋东南地区大举围攻， 企图围歼刚到太行山
区的八路军主力，解除对它的后方的威胁。第二
营随同三四四旅，参加了反围攻作战。 战后，二
营受到三四四旅首长的表扬。 由于我八路军的
不断追击。 到 4 月下旬打破了日军的 9 路围攻。
先后歼敌 4000 多人，收复县城 18 座，巩固和扩
大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1938 年夏天，日军再次向我根据地大举进
犯。 7 月 6 日，在山西阳城的町店，二营与日军
再次恶战。 日军调 100 多辆汽车和山炮，妄图以
优势武器将我军消灭。战斗中，二营以大无畏的
英雄气概，同日军展开白刃格斗，毙伤俘敌 100
多人，击毁敌汽车 20 辆，此战二营亦付出了相
当大的代价。 如第 4 连 123 人，战后只剩下 13
人。

经过几次与日军的残酷战斗， 原陕南人民
抗日第—军指战员， 绝大部分血洒山西抗日疆
场。 1000 余人的部队，调离该部和剩余者不足
300 人，700 多人为国捐躯， 这支由陕南人民的
子弟组成的英雄部队，在抗日战场上不畏强敌，
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热
忱，为陕南人民争了光。

皖南事变后， 三四四旅六八七团编入新四
军第三师第二十九团。从此，原陕南人民抗日第
一军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 这支部队在苏皖地
区坚持抗战，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抗战胜利后， 这支部队又参加了解放战争
和抗美援朝战争。 成为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十九集团军一一七师重要组成部分。 原陕
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何振亚、沈启贤 1955 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 杜瑜华 1961 年晋升为少将军
衔。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在热浪翻滚的天气里， 城市街道如同被炙烤过的熔
炉，考验着每一位出行者的心性与耐力。 在这样的背景
下，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现象———骑摩托车或电动车的
市民在非十字路口红绿灯前的闯红灯行为，却如同一面
镜子，映射出城市交通文明的现状，以及市民道德素养的
层次。

在城市的某些路段，尤其是在中间或关键部位，为了
确保交通流畅和行人安全，设置了红绿灯。 然而，当高温
袭来， 部分市民面对非十字路口的红绿灯， 似乎选择了
“权宜之计”，直接闯红灯，以避免在酷热中等待。 这一行
为，表面上看似是出于对自身健康的考量，实则触及了交
通规则与个人道德的底线，潜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红绿灯，作为交通规则的象征，其存在的意义在于维
护交通秩序， 保障行人和车辆的安全。 无论是在十字路
口还是在非十字路口，其规则的权威性不应因地点的不
同而有所改变。 然而， 一些市民在面对非十字路口的红
绿灯时选择性遵守，这种区别对待不仅反映了个人对规
则的漠视，更暴露出在道德素养方面的欠缺。

在十字路口或重要路段， 这些市民却能自觉停下等
待红绿灯，这种行为的转变，或许源于对交通法规的畏
惧，或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故后果的担忧。 然而，这种仅在

特定环境下遵守规则的现象， 恰恰说明了道德素养的培
养与提升，不应仅仅依赖于外在的约束与惩罚，更应源于
内心的自觉与认同。

城市交通文明的构建， 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共同努
力。 在面对红绿灯时，无论是十字路口还是非十字路口，
都应成为检验个人道德素养的试金石。遵守交通规则，不
仅是一种法律义务，更是对他人安全负责的体现，是社会
文明进步的标志。

为了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我们呼吁
每一位市民从自我做起，无论天气如何炎热，无论地点如
何偏僻，都应自觉遵守红绿灯规则，将交通规则内化为个
人行为准则的一部分。同时，城市管理者也应加大对交通
规则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的交通安全意识，通过教育引
导和合理规划，共同促进城市交通文明的提升。

让我们共同守护城市交通的文明与安全， 让每一次
出行都成为一次文明的展示，让红绿灯下的选择，成为衡
量个人道德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 只有当每一位
市民都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我们的城市才能真正成为
文明、和谐的家园。

让我们携手努力，让遵守红绿灯规则成为一种习惯，
让道德素养成为我们城市交通文明最亮丽的风景线。

酒，是人类生活重要饮品之一，始于杜康而
发扬于后人。 史前酿果酒、夏商酿黄酒、宋代发
明蒸馏术酿白酒，从此，白酒成为中国人主饮的
酒类。

稠酒是安康当地农家酿造的一种糯米酒，
属于酿制酒的传统工艺。 稠酒以五里为最佳，相
传大禹治水在五里月河一带， 用竹筒装当地人
送来的米饭，离开后遗失的竹筒被当地人发现，
发出阵阵香味， 竹筒内剩下的酒糟， 黄黄的米
粒，下面沉淀着一层黄色稠稠的汁，便给这东西
取名叫“稠酒”,后学习制作“稠酒”，延续至今。

如今的安康城， 三五好友相聚的场所选择
很多，“家居酒店农家乐、 火锅烧烤麻辣烫”，随
时能前往把酒言欢。 而在以前，稠酒铺子是人们
下班后或好友小聚或个人独饮的不二选择。

传统的稠酒铺子以酒为主，不带炒菜，下酒
菜即为经典四件套“油炸花生、豆腐干、糖醋蒜、
炒蚕蛹”，也有凉拌黄瓜替代糖醋蒜。 有酒客会
自己装一口袋炒花生， 到了酒铺子抓出花生放

桌上，喊店家“来一碗酒”，悠哉地坐下、慢慢地
剥着花生抿一口稠酒，听着众人闲谝，合适了搭
上一句嘴。 坐在一起边喝边谝，时间长了，生人
也变为熟人、成为酒友。

喝完一碗再要时便喊到“再来一碗”。 遇到
熟人朋友来，先到的会豪爽地给店家说“给他来
一碗”，店家默契地就会把账记在请客的头上。

安康城里的稠酒铺子，基本都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从五里街上搬来做稠酒营生的， 年代久远
一些的有新城街道的“世存稠酒”和城门洞子的
“五里稠酒”。

李娣林生于 1952 年，是五里镇李湾村四组
村民。 李娣林自幼跟随父亲李永文从事五里稠
酒酿造,从 1972 年开始在李湾村、五里镇老街、
汉滨区兴安西路、 汉滨区新城路等地从事五里
稠酒生产、销售至今。

五里镇李湾村李娣林家族四代人不断传承
研发稠酒，在当地非常有名。 1986 年，李娣林到
安康中心城区酿造销售稠酒， 因酿造的稠酒品

质好，色泽乳白，甜如蜜、香如桂，得到广大消费
者的一致认可， 因李娣林本人来自汉滨区五里
镇，加之他讲的五里镇口音，大家简称李娣林酿
造的稠酒为“五里稠酒”。 算起来从李娣林爷爷，
出生于 1841 年的李贵林酿造稠酒开始，传到李
娣林儿子翁紫康这一辈已是四代百年老字号
了。

用了几十年的小方桌、 瓮罐子都保留着当
年的样貌；从十几岁喝到几十岁，连同坐的位置
都没有变。 李娣林从父辈手中接过稠酒这个传
统技艺，凭着自己对稠酒的热爱，保存着酒客熟
悉的环境。 熟悉的酒客，相继来到酒铺子，随意
落座，淡淡抿酒，在酒铺子里，感觉忘记了门外
这个日新月异、纷繁嘈杂的社会。

稠酒的制作工艺基本分为泡酒米、蒸酒米、
一次发酵、二次发酵、三次发酵五个步骤，看似
简单， 但其中考验的是多年积累且言传身教也
不一定能完全掌握的经验。 泡酒米冬夏时长不
同，夏季温度高 12 小时左右即可，冬季温度低

则需多泡数小时。 泡好的酒米放入蒸屉，高温蒸
制一小时后，冷水快速降温冷却，然后加酒曲、
酵母搅拌均匀后置于盆中进行一次发酵， 其发
酵时长也需根据季节、 温度、 湿度不同有所区
别。 待盆中的酒米开始转化出糖分变成半干半
汤的状态时，则开始转入瓦缸中进行二次发酵，
在这个环节，糖分进一步被激发，随着二次发酵
的糖分含量到达极值，进而向酒精转化。 在进行
三次发酵时，需加入酒浆对稠酒的口感、浓度、
酒精度做最后环节的确定。 再放置数天后，稠酒
便制作完成，静待酒客上门。

在传承稠酒制作技艺的同时， 自幼跟随父
母学习酿造技术的 80 后翁紫康、翁紫安两兄弟
更有着品牌意识和将传统技艺发扬光大的想
法。 2016 年成立 “安康市新城稠酒有限公司”，
2021 年获得“安康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
产性保护示范单位”和“安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传习所”，2022 年注册“五里稠酒”
商标。 在新时代一系列顺应市场发展的操作让

稠酒这项传统技艺逐步发生了蜕变， 从满足本
土消费发展到覆盖省内外。

在媒体不发达、网络未出现的年代，酒铺子
和茶馆就是一个城市的信息集结地和发散地，
想听到什么新闻和趣事， 唯有在这些场所能够
获得。 那个年代，不论身份贵贱，都能进这样的
酒铺子消费，钱多的有酒有菜，钱少的喝点儿干
酒，人多的时候拼个桌，或者索性靠着门边儿、
墙沿儿一蹲，喝酒的喝酒，聊天的聊天，神侃一
通，嬉笑怒骂，间或还穿插着点儿小矛盾，但却
并不影响邻里情谊，这便是烟火人生。

现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成了低头手机党，
往日简单的乐趣和交流反而成了一种奢望。

酒铺子，以酒为载体，无论一人悠哉独饮还
是众人谈笑小聚，都是让人心灵放松的一隅。 慢
慢饮、 悠悠过，
一个城市 的 慢
生活在酒 铺 子
里温馨地化开。

被区别对待的红绿灯
———城市交通文明的道德考量

田丕

安 康 稠 酒 一 个 城 市 的 慢 生 活
通讯员 邹瑶

泡好的酒米放入蒸屉高温蒸制 用冷水进行快速冷却 放入瓦缸进行二次发酵 放置数天后稠酒便制作完成
五里稠酒获安康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