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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汉滨县域纵横

秦岭主脊之南，巴山之北，长江最大
支流汉江上游，有一处好山好水、四季宜
游的全域旅游休闲好去处，它就是陕西省
安康市汉滨区。

坐拥山水人文资源优势和安康市行
政中心所在地政治优势，依托襄渝、阳安、
西康 3 条铁路交汇和西康、十天、陕川、鄂
渝、包茂 5 条高速公路连接的区位及交通
优势，为了把最美的汉滨奉献给社会以及
旅游市场，近年来汉滨区党政合力、全业
联动、全民参与、久久为功，大力推动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实现了区域旅游产
业、发展环境、公共服务和社会文明的全
面进步，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在汉江
之滨结出了丰硕成果。

党政合力抓创建

把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作为彰显“山
水汉滨·幸福安康”品牌定位、旅游目的地
打造的重要抓手， 是汉滨区各级党委、政
府近年的重要抓手和重点考核项目之一。

为此，区委、区政府先后印发了《汉滨
区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实施方
案》《汉滨区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重
点任务责任清单》《汉滨区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等三项工
作制度；成立了汉滨区创建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区党政主
要领导、分管领导常态化主持和推进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

在此期间，编制了《汉滨区全域旅游
发展规划（2022-2030）》《汉滨区十四五旅
游发展规划》《全域旅游标识系统规划》，
完成了《汉滨区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进行了《汉滨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修编，
从政策、制度、规划、措施等方面统筹全区
旅游发展和全域旅游格局推进。 区委、人
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共同发力、各级各
部门联合推进，为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
作提供了全域保障。

全业联动促创建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是一个关
联全区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共同协作
的系统工程，对待市行政中心所在地更是
如此。 在此过程中，汉滨区委、区政府大力
推进“全业联动”促创建，将创建任务清单
细化到旅游关联的各级各部门和各行业。

根据《汉滨区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专项督查工作方案》，由区委、区政府督
查室、创建领导小组办公室组成了三个督
查小组，分别对 11 个镇（街道）、26 个相关

部门开展专项督查，制定了《汉滨区创建
全域旅游示范区考核办法》，围绕目标、任
务、结果、效能等进行常态化全域推进。

在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支持下，形成
了全区文化旅游项目筹备库，共征集文旅
项目 209 个；策划包装了 22 个基础设施、
集散中心、 旅游服务中心等带动性项目；
完成了 8 个重点旅游镇中 103 个农家乐
（民宿）项目改造提升；建立旅游巡回法庭
和区景企联动机制，完善旅游案件联办协
办，旅游投诉统一受理，扎实推进专项整
治，净化全区文化旅游发展环境；积极争
取旅游发展奖补资金，2022 年已争取中央
预算补助资金 3200 万元、 省级旅游专项
补助资金 130 万元，发放区级财政乡村旅
游专项奖补资金 410 万元；文旅融合大力
推动 “旅游+”，各行各业纷纷实施 “+旅
游”的意识和行动已经形成。 全域旅游示
范区创建工作进一步凝聚了全区各行业
合力发展旅游，做实做优“秦巴风情、汉水
神韵、金州美食、绿色安康”的行动。

全民参与推创建

汉滨区户籍总人口 102.61 万人，常住
人口 88.64 万人，是安康市人口大区。由于
历史文化厚重、旅游资源富集，加之市委、
市政府、军分区机关设立于此，又是全市
政治、经济、文化、旅游、交通信息的中心，
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必须全民参与、人人
争辉。

区委、 区政府紧紧围绕全域旅游、全
业联动、全民参与、全域创建的工作思路，
将全域旅游创建与城市形象塑造、公民素
质培育、文明环境营造、旅游市场营销紧
密结合，因区施策、全民动员、城景一体、
城乡联动推动创建工作。

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全区大
力营造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氛围，区委宣
传部、区文旅广电局大力推动全域旅游知
识普及和文明旅游行为宣传，各镇（街道）
与所在景区积极推动景区与周边人居环
境协调发展， 团区委、 区妇联主动开展
“当好汉滨人、服务旅游者” 活动宣传，区
文旅广电局与各方联合大力实施标准宣
贯和行业培训，景区、宾馆、乡村旅游点等
涉旅单位努力推动规范服务，不断提高从
业人员素质和服务水准，区文旅广电局还
把文旅市场营销与全域旅游宣传相结合，
通过“安康春来早”、西城坊闹元宵、春茶
开园、端午龙舟节等系列节会活动和惠民
演出等，增强全民关注旅游、参与全域创
建的意识。 与此同时，全区文化旅游志愿
者服务得到全面普及， 常态化在重点景

区、星级饭店、旅游集散场所工作的志愿
者服务岗，已成为汉滨区全域旅游示范创
建的一道靓丽风景。

久久为功强发展

扎实推进的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
作，进一步夯实了汉滨区文化旅游发展基
础，增强了全区旅游业发展实力，也为下
步实现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发挥旅游业
更大的关联带动效应积蓄了力量和发展
活力。

至 2022 年 9 月， 汉滨区拥有瀛湖景
区、双龙景区、高新秦巴文化生态旅游区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3 家，香溪洞风景区、
古西城文化园等 3A 级景区 4 家， 流水古
镇等乡村旅游点 8 个， 牛蹄岭战斗遗址、
中原苏维埃政权旧址纪念馆等红色旅游
景点 4 个， 茨沟镇等省级旅游特色名镇 4
个， 清泉村等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 3 个，
康养产业园 1 个， 工业旅游景区 1 个，区
级以上现代农业园区 248 个，省市级研学
实践教育基地 5 个。 无论在文化旅游业规
模、数量、质量和从业人数上都在安康首
屈一指。 除此之外，而城区周边的龙舟文
化园、汉江公园、江滩公园、兴安公园等也
已成为全民共享幸福生活、游客体验美丽
汉滨的休闲文化名片。

全域旅游必须有良好的接待服务与
公共文化设施配套才能相得益彰。 目前，
汉滨区拥有三星级以上饭店 5 家（其中四
星级 2 家、三星级 3 家），旅行社 13 家、农
家乐 280 家，接待床位 1.8 万余张、餐位 3
万余个；博物馆 2 座，区文化馆、图书馆总
馆 2 座、分馆 27 个、服务点 61 个、24 小时
阅读吧 5 个、百姓大舞台 140 余个、村史
馆 13 个、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60 项（其
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13 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53 项）； 全区还拥有省级文化产业重点园
区 1 个、 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2 个、省
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 1 个，规模以上文化
企业 34 家， 直接旅游从业人员达到 5000
余人；2021 年全区接待游客 838.95 万人，
实现文化旅游综合收入 49.35 亿元。

共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共享宜居
宜业宜游新汉滨。 通过全域旅游示范区的
扎实创建，进一步凝聚了全区文化旅游发
展合力，奠定了全区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的坚实基础。 一起向未来，汉滨区文化旅
游必将谱写出全域突破发展的新篇章，在
建设秦巴汉水最佳旅游目的地的征程上
创造新辉煌！

一粒粮变为一滴酒，需经历漫长的过程。 发
酵、酿酒、秘藏……从龙窝街到城东枣园，一整
套泸康酒传统酿造技艺接续传承， 造就了泸康
酒“窖香浓郁、绵甜甘洌、香味协调、尾净余长”
的独特风格。

日前， 我们走进陕西安康泸康酒业有限公
司， 探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泸康酒酿造
技艺， 感受这 71 年无断代传承文化的独特魅
力。

佳酿飘香致匠心

一粒粮食如何转化成一滴酒， 秘密都在制
酒车间。

“出酒喽！ ”随着邹武康师傅的一声高呼，出
酒口流淌出汩汩窖香浓郁的“度夏酒”。 俗话说
“春不捕鱼、夏不酿酒”，经历了长达 120 余天漫
长酝酿后，沉睡了一整个夏季的“度夏头轮酒”
终于迎来收获和新生。 现场嘉宾们迫不及待地
品尝了第一口“度夏酒”，并给出赞叹：“窖香浓
郁、绵甜爽净、回味悠长。 ”

在泸康酒业集团酿造车间， 一个个蕴藏着
酒香的窖池被再度唤醒，窖池内的精灵们，在百
余天的时光历练中，默默发酵，静静生香，终于
迎来属于他们的光彩时刻， 新的酿酒季由此开
启。

酿酒是一个“水火交融”的过程。 整个过程
既淬炼酒，也淬炼人。

高呼“出酒啦”邹武康，是泸康酒业集体的
“名人”。 他是泸康集团酿酒车间扎根一线 34 年
的一名老师傅，在工作中总是严以律己、兢兢业
业、任劳任怨，练就了过硬的酿酒工艺技能，成
为行业的能工巧匠，他坚持跟班检查，对生产的
每个环节和分析化验的每个参数都做详细的记
录，关键工序亲自出马，经过潜心探索、精心管
理和实际操作，提高了原酒产量，确保了产品优
质的口感风格， 为泸康不断提升泸康市场效应
快速壮大夯实了基础。

从一名一线酿酒工人做起， 一直以铁铲为
伴，邹武康练就了过硬的酿酒工艺技能，成为行
业的能工巧匠， 也毫无保留地将自身三十多年
的酿酒工艺技能和经验传授给一批批新进员
工，是车间公认的“老师傅”。 由于工作突出先后
荣获省、市、区“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精湛技艺酿美酒

像邹武康这样的老师傅，仅凭“眼看鼻闻手
摸脚踢”等感官经验，就可准确控制发酵“前缓
中挺后缓落”的要求。 每年发酵完成“破窖”之
时，他们也只需通过眼观、鼻闻就能判断出酒醅
中的酒精量、淀粉转化程度和发酵品质。

发酵完成后， 需要加入粉碎高粱和清蒸小
米进行装甑蒸馏。

酒行业内向来流传着一句口诀：“产香靠发
酵，提香靠蒸馏”，也就是说，酒的香气、香味，是
要靠蒸馏才能提炼出来，否则，发酵产出了香味
成分，也会“丰产不丰收”。

开窖之后，最引人关注的还是装甑环节。 所
以， 装甑技术的好坏， 一方面决定着提香的能
力，另一方面决定着产酒的多少，因此，装甑技
术不但要求穿气、 压气要恰到好处， 还要按照
“轻、松、匀、薄、准、平”的操作要领，才能保证后
续出酒的质量和产量。

“装甑讲求‘轻松薄匀缓’；蒸馏讲求‘缓火
蒸馏、大火追尾’；摘酒通过观察‘酒花’形状‘掐
头去尾留中间’而得新酒……”谈起日日锤炼的
技艺，邹武康如数家珍。

只见酿酒师傅们用手中铁锨将酒醅向甑中
铺放，每一次动作都蕴含了“轻、松、匀、薄、准、
平”的绝妙技巧。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大有
讲究，一铁锨酒醅就有十多斤，铺满一甑往往需
要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作为酿酒的基础和关键
环节， 装甑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出酒的多少
以及酒的品质。

“压窖”一般情况下，酒厂的压窖为 1~2 个
月，而压窖直接关系到酒的品质。 为了生产出品
质更加上乘的好酒， 泸康酒业每年一个多月的
压窖， 再加上每个窖自身的 90 余天发酵周期，
缓慢发酵时长已延长至 120 余天左右。 酒醅在

窖池中的时间越久 ，发
酵就越充分， 产生有机
酸、 酯类等香味物质越
丰富， 所酿的酒窖香更
醇厚，粮香更幽雅，酒体
更丰满，回味更悠久。

责任企业善创新

白 酒 行 业 有 句 俗
话：“三分酿，七分藏。 ”
刚酿好的原浆酒， 口味
比较 “烈 ”，风味也不够
协调， 需经至少 3 年的
密闭储藏后， 风味才能
得到改善， 口感也会更
加醇厚柔和。

“整个制酒过程有
严谨的要求， 需要每一
位制酒工以匠心操作 。
只有温度、 水分等达到
严苛的标准， 才能保证
基酒的品质和产量。 ”泸
康酒业董事长、 姜中古
如是说。

多年来， 依靠一道
道复杂严苛的制 酒 工
艺、 一个个匠心传承的
制酒师， 泸康酒的品质
经久不衰。 独特的泸康
酒制酒技艺， 成为泸康
酒的品质密码。

从 1951 年龙窝街
“安康酒厂”到现在的现
代化的园林式工厂 ，从
最早的享誉安康的 “粮
白酒” 到现在驰名各地
的“老酒”等一系列产业，70 多年来，泸康牢固树立
“百年大计，质量为本”的发展理念，坚持以质量控
制为核心，成立专家工作站，组建研发团队，反复
试验， 不断开发新产品。 从展柜上可以直观地看
到，在 1999 年至 2021 年间，泸康酒业加大产品研
发力度， 相继开发了 “泸康”“安康”“开缸”“汉水
春”“清虚堂”等系列，产品种类包含一百余种。 市
场占有力强，品牌美誉度高，成为安康百姓家喻户
晓的龙头企业。

滴水之辉映大泽。 71 年来，新厂换旧厂、新人
替旧人，不变的是泸康酒业历久弥坚的初心，在叫
响品牌的同时，始终将“源于社会、回馈社会”的企
业麦任付诸行动， 从助力安康脱贫攻坚到推动文
化教育事业发展， 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到乡村振
兴，每个阶段都留下了它的足迹。

在泸康酒业的努力下， 石梯镇花果村建立了
万亩高粱地，乡亲们有了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早阳
镇店子沟村有了粉涤加工厂， 填补了村集体经济
的空白；茨沟镇瓦铺村发展了瓦铺清酒，村民们有
了致富新路子； 汉滨区和白河县不少贫困群众及
留守儿童收到爱心捐赠；疫清期间.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收到 10 万元捐款。 不仅如
此，泸康酒业还 10 余次冠名汉江龙舟节，助力安
康社会文化事业发展；注重节约社会资源，于 2016
年投入使用节能、高效、环保的燃气蒸汽锅炉。 目
前，泸康酒业系列产品稳居白酒消费市场前列，企
业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员工收入大幅增长，公司多
次被评为“安康市纳税大户”，为安康经济发展作
出了突出贡献。

71 年光辉岁月， 造就一家用年华和生命酿酒
的本真企业！

起舞山水间 逐梦大旅游
——— 汉滨区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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