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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
阳

我记不得这是第几次描写

我的家乡，关于乡酒、乡音、乡

情……故乡的一切早已深深刻

在我的脑海里，一旦落笔便犹

如记忆胶片一样在眼前浮现。

每次提它，不同的笔调，相似的

情愫总浅浅在胸中流淌，思绪

也被拉回了从前。

贾樟柯曾说：“只有离开家

乡，才能真正获得家乡。”我想

我 们 中 的 大 多 数 正 是 离 开 汾

阳，才真正领会到了这座躲在

吕梁山边城的美丽。

曾经，它并不美，也并不富

饶。它永无止息的红白喜事和

冷漠淡薄的世俗人情一直是催

促着我出走的动力，可以说我

的头二十年，一切的努力仅是

为了要逃脱它给我设的藩篱。

我的同辈大多像我一样不

愿回来，只是异乡的游子总是恋

家的，有一种子不嫌母丑的眷恋

在里面。大城市确实很美，也足

够残酷。大城市的冰冷阻挡不

了我们飞蛾扑火的热情，也抚慰

不了我们敏感易碎的心灵。当

考研失利，工作失意，一次次的

嘲笑、碰壁扑面袭来，我想哪怕

被故乡的一缕阳光照在身上，也

会感觉到无限的暖意。

可是家乡并不是我们一时

失意的避难所，我们在成长，它

也从未停下脚步。作为最早归

乡的那一个，我觉得我对故乡还

是有点发言权的，当我置身车水

马龙的喧闹中，这种感觉也愈渐

加深。由于工作性质，短短一年

半的时间我接触到了很多故乡

的名人盛事，也看到了不一样的

故乡。也许，唯有深入它，才能

真正了解它。在首届世界级酒

文化博览会，我见到了比利时等

地的外国名酒代表；在第二届酒

文化博览会我看到了很多只会

在报纸才会见到的“真人”；在今

年即将举办的首届吕梁文学季

之前，我接触到了贾樟柯，也期

待着莫言、苏童、格非、阿莱这些

文学大家的到来。虽然这种接

触，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没见

过世面，但对于我而言，哪怕只

是故乡微小的进步都会让我感

到些许兴奋。当然，我相信我能

窥视到的仅仅是它的冰山一角。

之前在孝义二中实习，一

位老师曾对我说，孝义虽然是

山西省唯一全国百强县市，文

化 底 蕴 却 比 不 上 汾 阳 。 细 想

想，汾阳有汾酒，有郭子仪，有

三八八席，有文峰塔……无论

技艺、名人、美食、古迹等各个

方面都有令人称道的地方。它

在我的心目中，已不再是一个

毫不起眼的小城市。

我和故乡的故事有大气磅

礴的辉煌，也有小桥流水般的细

腻。我相信，合适的距离，恰当

的 时 间 会 让 我 更 清 晰 地 欣 赏

它。闲时，我会偷偷在整个城市

还未苏醒的时刻，远远驻立，静

静凝望，仿佛一瞬间就能望穿我

与故乡的前世今生，继而屏气凝

神，思考究竟是怎样的时光积淀

了它的现在？是怎样的胸怀使

它养育着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座

小城的人们？又是怎样的过去

使它甘愿躲在吕梁山下，建造只

属于它的世外桃源？我也会选

择在文湖边垂钓，品味它的“皆

韵吹残红蓼岸，橹声摇出锦鳞

穿。”这会让我沉下心来，净心领

会“愿者上钩”的意境。我同样

会站在家乡的面前，陷入沉思。

曾经，它不是我的理想。它既没

有我向往中的欧式建筑，也没有

我要的清幽小道。它有的，仅是

平凡。它承载了太多的重量，也

饱含了太多的沧桑。它让我只

想驻足，捕捉每一次我与它磨合

的瞬间。这一次，我不再匆匆赶

路，而是带着曲径通幽的眼光去

欣赏它。行幽幽小道，观境之典

雅，赏参天碧树，听鸟语虫鸣，闻

花香扑鼻。这一瞬间，时光仿佛

骤然停止，我只愿它成为永恒。

也许，未来的某个时刻，我

依然会吐槽我的家乡，却已不

是年幼时的偏见而是希望能为

它添砖加瓦的殷切期盼，愿我

不再是渴望逃离它的囚徒，而

能正视它，为它略去尘世的浮

华，细细品味生活的本质。

本报讯 为助力发展低碳经

济，推动汾阳市电动汽车使用率，共

同营造碧水蓝天，国网汾阳市供电

公司主动筹划，提前谋篇布点，大力

实施前期电网设施改造，积极建设

充换电站和充电桩，并完善日常运

维管理，确保充换电站（桩）安全高

效率运转。截至目前，汾阳市已建

成并投运大型充电站3个，充电桩组

合1个，初步满足了汾阳市城乡人民

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下一步，汾

阳供电公司将进一步增大充换电站

点的布点密度，建设更齐全完善的

充电网络，为汾阳市人民提供便利

无忧的充电服务，助推汾阳市经济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李盘娟）

本报讯 5 月 9 日，由中国烹饪协会、陕西省商

务厅、西安市政府联合举办的“2019‘中国菜’艺术

节暨陕菜国际美食文化节”活动在陕西省西安市

开幕，全国 34 个省市区烹饪协会负责人及专家代

表相聚西安共话中国餐饮未来。汾阳市政府副市

长闫成虎，汾阳市餐饮协会负责人代表山西参会，

与丝路沿线各地美食家、烹饪专家及有关部门负

责 人 进 行 了 深 入 交 流 ，宣 传“ 中 国 厨 师 之 乡·汾

阳”，展示晋菜文化。

据了解，此次“中国菜”艺术节在 2019年第四届

丝博会（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

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举行，丝路沿线各地

美食纷纷入驻会场，中外名厨大秀技艺，名家大咖

共襄中餐业发展盛举，积极推动特色美食国际化。

活动上汾阳市名宴、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中

国菜名录的“汾州三八八宴席”与 15 个省的代表宴

席同台展示，受到国内外烹饪专家的关注和认可，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副会长李亚光、中烹协

正餐委员会主任马鑫刚等专家一致称赞：汾州传统

宴席讲究细、特、鲜、嫩，造型美观、色泽清凉雅致，

菜品与器皿的搭配大方美观，完全继承了明代王府

宴席的菜式和技艺，美酒加美宴的发展理念更是独

具地方特色，希望汾阳市能够继续加强特色菜系建

设，打造地方烹饪品牌。

近年来，汾阳市以创建“中国厨师之乡”为抓

手，不断加大与全国各主流菜系交流，强化地域特

色菜品研发与厨师品牌宣传，此次代表山西参加艺

术节进一步加快了汾阳市作为晋菜官府菜代表走

出去步伐，推动了晋菜与国内、国际饮食文化和技

艺交流。下一步汾阳市将以餐饮和白酒产业发展

为抓手，发挥区位和交通优势，以“弘扬中华餐饮文

化，打造山西美食之乡，融入‘一带一路’经济带，促

进汾阳菜走向世界”为发展目标，采取展、会结合的

形式，开展富有地方特色的美食文化宣传活动，推

进汾阳特色菜传承发展。

（贺小鹏）

3月 20日-25日，由汾阳市政府吴晓东市长

带队的考察团参加了全国第 100 届全国糖酒商

品交易会（成都）和第 13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

（泸州）。期间，深入考察了邛崃、泸州部分酒

企。我有幸作为考察团成员，全程参加了整个过

程，启发很大。

一、总体情况

这次考察，先后深入邛崃临邛酒业、文君酒

厂等 7个酒厂，泸州市四川发展原酒基金 1个酒

业平台和天府红谷 1个转型发展项目；与泸州市

酒业发展促进局相关领导进行了座谈。白酒作

为四川省特色优势产业，是四川省 16 个重点产

业领域之一。2018 年，中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

累计产量 871.2 万千升，同比增长 3.1%。其中：

川酒实现产量 358.3万千升，同比增长 14%，占全

国总产量的 41.13%；实现营业收入 2372亿元，同

比增长 15.1%。由此感知，我市的白酒产业尽管

近两年有了较快的发展和提升，但仍存在体量规

模偏小、产业链条不长、平台资源不多、营销理念

落后、抱团发展不够、技术创新不强等薄弱环节，

明显感受到如坐针毡的巨大责任感和危机感。

二、做法和经验

一是政府扶持，强化顶层推动。

政策引导。泸州市先后印发了《泸州建设中

国白酒金三角核心腹地总体规划》《全国浓香型

白酒综合加工企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筹建规

划》《泸州市“十三五”酒业发展规划（修订）》《泸

州千亿白酒产业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出

台了《泸州市加快建成千亿白酒产业的意见》《关

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白酒产业整合发

展的意见》。即将出台《泸州市推进白酒产业发

展十六条激励措施》。

资金支持。泸州市每年安排就业发展专项

资金不低于 5000万元；2016年、2017年兑现奖补

资金超过 1100万元；设立 1.6亿元酒业融资担保

贷款专项基金。

改革创新。成立四川发展纯粮原酒股权投

资基金，制定行业质量标杆，建立质量控制体系，

实现产融一体化；发布《酒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白皮书》，建立知识产权司法与行政执法联席会

议机制；出台全国首部保护和弘扬白酒文化的地

方法规《泸州市白酒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条

例》；狠 抓 白 酒 行 业 社 会 信 用 体 系 建 设 ，完 成

《2018 年中国白酒行业信用发展报告》，白酒批

发价格指数首次登陆央视。

二是企业发力，强化市场拓展。

壮大规模。目前，泸州市白酒行业有 2个中

华老字号、3 个泸州酒地理标志、23 个中国驰名

商标、75个省级品牌资源，形成了一定的品牌竞

争力和影响力。通过环球佳酿、绿地集团跨界并

购，组建川酒集团等方式，进一步鼓励扶持骨干

企业，培育更多的小巨人、独角兽企业、瞪羚企

业，采取兼并、重组、联合、股份收购或出让等方

式做大做强，最终构建起“龙头”“骨干”“小巨人”

及中小微企业组成的梯队发展格局，打造世界级

千亿名优白酒产业集群。

抱团发展。2018 年，川酒“六朵金花”实现

营收近 1285亿元，占川酒整体的 54%；实现利润

284亿元，占川酒的 83%。根据四川省政府的产

业规划，到 2020年，川酒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

收入要力争达到 3500 亿元，占到全国白酒产业

营收的 40%，产量达到全国的 30%以上，利润占

到全行业的 40%。今年 2月，由川酒“六朵金花”

牵头成立了四川名优白酒联盟，积极打造“六个

一流”，即“一流原料、一流窖池、一流人才、一流

质量、一流服务、一流渠道”，建立“六大体系”，即

构建品质规范管理体系、产业研究管理体系、原

产地推广管理体系、市场拓展管理体系、人才培

养体系和资本运用管理体系，推动川酒产业资源

整合、信息共享、优势互补和集群发展，高质量建

设“中国白酒金三角”，提升‘六朵金花’品牌辨识

度和影响力、重点打造川南世界级白酒产业集群

等内容，实现全产业链川酒振兴。

差异竞争。正如川酒集团所宣传的：“气候、

水土、作物、人文，自然陈酿；酒城、酒都、酒镇、酒

村，绵延不绝”，所考察的多家酒企确实做到了千

差万别，千姿百态。有的是理念引领，如川酒集

团，致力于成为“中国最大的基酒供应商、中国最

大的国优品牌整合者、中国最大的渠道供应商”；

有的是酒旅融合，如古川酒业和源窝子酒庄，“桂

花养酒”“竹林种酒”的天然陈酿理念及园林景区

式的经营模式值得借鉴；有的是原酒储存，如宜

府春酒厂和金六福酒业的储存模式；有的是创新

模式，如文君酒厂的股权合作、四川发展原酒基

金的资源整合模式；有的是转型发展，如天府红

谷，打造休养度假旅游区。

扩大宣传。近年来，四川省政府坚持市场主

导与政府引导结合、创新改造与转型发展并举、

品牌提升与基地建设同步，加快推进白酒企业信

息化、绿色化、服务化改造，推动白酒产业与新兴

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和发展质

量效益，打造提升川酒整体品牌，培育形成梯度

产品体系，构建四川省白酒产业创新发展、绿色

发展、整合发展、开放发展、集群发展新格局，支

撑加快打造饮料食品万亿级产业，推动四川白酒

产业作为四川优势特色产业和金字招牌，主动适

应市场调整变化，广泛宣传，坚持推进产品创新、

技术创新和营销模式创新。如 2018年由四川省

经信委牵头，50 多家企业组团参加的第八届中

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上，推出了 1008 平方

米的“中国白酒金三角·四川”展馆，整体展示以

泸州、宜宾、德阳（绵竹）、成都（邛崃）“四大主产

区”以及“六朵金花”名酒企业品牌，围绕“大国浓

香”主题，重点充分展现川酒浓香的品质、技艺、

生态、原料、文化等优势。

三、体会和思路

据预测，2019 年可能是白酒产业发展的又

一个黄金 10 年的起点，作为“世界烈酒产区”之

一，以汾酒集团为龙头的山西清香型白酒的国际

化步伐正在进一步提速，为进一步加快清香型白

酒产业发展，特提出如下建议：

1、解放思想，加快发展。围绕省委省政府提

出的“六个着力、六个破除、六个坚持”，以“改革

创新 奋发有为”大讨论为契机，进一步以杏花村

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为抓手，引深“三化三制”工

作，解放思想，扩大开放，进一步支持汾酒集团龙

头企业做大做强，扶持汾阳王、新晋商等中坚企

业快速发展，尽快启动“汾阳清香”地理标志保护

申报工程；积极组建杏花村开发区酒业集团整合

资源，实现企业抱团发展；大力实施“走出去”战

略，支持企业 2019年积极开展全国巡展、主题推

介活动。

2、巩固平台，借船出海。充分利用海纳咨

询、环球佳酿、酒仙网、中展励德等行业平台，进

一步推进白酒产业升级提质，举办好“中国（汾

阳·杏花村）世界酒文化博览会”，充分利用其他

烈酒产区政府平台，实行产区联动，学习借鉴先

进理念和经验；充分利用成都糖酒会、泸州酒博

会、汾阳酒博会展会平台，以展会创新营销，以展

会招商引资，以展会延伸产业链条，以展会拉动

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建设杏花村开发区产业发展

投融资平台，撬动资金，扶持中小微企业快速呈

阶梯状发展。

3、政策支持，快速推进。鼓励企业差异化发

展，创新经营理念，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主动开展

体验式、酒庄式、开放式运营，积极探索工业旅游

新模式；参照宜宾、仁怀等地做法，尽快制定标准

并组织“汾阳八大名酒”评选工作；参照邛崃、泸

州等地经验，实施备案式管理，尽快出台小作坊

发展和管理条例；加强开发区、酒企、产品等品牌

体系建设，积极创建杏花村知名品牌示范区。

赴成都、邛崃、泸州等地考察调研报告
□ 汾阳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郝耀光

汾阳供电公司推进充换电站
建设让百姓“充电无忧”

潺潺故乡情
□ 魏利敏

汾阳市代表山西参加“中国菜”艺术节

“三八八”宴席再次亮相国际舞台再次亮相国际舞台

汾阳市代表山西参加汾阳市代表山西参加““中国菜中国菜””艺术节艺术节

在贾家庄蹲点采访的记者不约而同

地失眠了，也许是迷人的夜色让人不忍入

睡，也许是内心的感动让人无法平静……

贾家庄位于山西吕梁汾阳市东北角，

地处吕梁山东麓、汾河水西畔，毗邻“牧童

遥指”的杏花村。1952年春天，著名作家马

烽第一次来到贾家庄，便与这里结下了不

解之缘，这个依山傍水的村庄成为他的创

作基地和第二故乡。他在这里创作的电影

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说的正是当年

贾家庄的故事，风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著

名词作家乔羽作词的电影插曲《人说山西

好风光》更是成为经典名曲，传唱不绝。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通过一群农村青

年劈山引水、建造水电站改变家乡面貌的壮

举，歌颂了年轻人投身家乡建设、不怕吃苦、

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塑造了一个个各具特

色、令人喜爱的年轻人形象。勤于思考、性

格沉稳的复员军人高占武就是其中一位。

在贾家庄的日子，记者经常会遇到高占武的

生活原型武士雄老人。今年已经 90多岁的

他，依然精神矍铄，身板挺拔，说起话来声音

洪亮。这位半个世纪前贾家庄村的团支部

书记提起年轻一辈总是会竖起大拇指，他告

诉 记 者 ，现 在 全 村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到 了

41.6％，儿童教育、老人养老、村容卫生都得

到了极大改善。在村活动中心，老人们不仅

可以唱歌跳舞，自娱自乐，65岁以上的党员、

70岁以上的村民还可以在老年日照中心免

费享用早午餐。

而在历史上，贾家庄是一块有名的盐

碱滩，解放前更是汾阳有名的穷村子。那

时候村里有三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

女的多，打光棍的多”，当时流传的“有女

不嫁贾家庄，嫁到贾家庄受 惶”的民谣就

是贾家庄贫穷困苦的真实写照。

阳光照进贾家庄。从上世纪 50 年代

“百把镢头闹革命”“改碱治水拔穷根”，到

60 年代大力发展机械化成为全国农业机

械化的一面旗帜，再到伴随改革开放的春

风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如今的贾家庄

集体固定资产达到 6 亿元，村民人均纯收

入突破 2.5万元，每年村子还拿出 350余万

元用于村民福利发放，成为乡村振兴的排

头兵，实现了产业强、生态美、文明兴、农

民富。

可以说，70年贾家庄锲而不舍驱穷致

富的故事，正是新中国成立 70年农村发展

的缩影。

从当初的不毛之地到今天全国农业

旅游示范点、文化生态旅游村，贾家庄这

个老典型为什么能一直走在时代前列？

“贾家庄没有自然矿产可以挖掘，没

有天然资源可以凭借，没有历史遗产可以

‘吸睛’。”全国人大代表、贾家庄村老党委

书记邢利民这样总结，贾家庄之所以能取

得今天的成绩，最关键的就在于狠抓基层

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锻造了一支

支撸起袖子加油干、扑下身子抓落实的党

员干部队伍。25岁担任村支书，40多年一

路走来，邢利民亲身经历了乡村巨变，不

仅为村里创造了财富，更凝聚了人心。

“路线不能变、精神不能倒、腐败不能

有。”薪火相传，当接力棒交到四十岁的邢

万里手上时，邢利民用这三句话嘱托新一

届年轻的村两委班子。在汾阳，人们都知

道贾家庄的党员干部不好当，没有身先士

卒、率先垂范的苦干实干劲头就别想立得

住。邢万里说，这是贾家庄几代人传承的

老传统，党员干部都是实打实干出来的。

贾家庄与马烽的情缘还在继续。5月 9
日，首届吕梁文学季在这里启幕，大会特别

设立了马烽文学奖，奖励新时代的乡村创

作，邀请国内一流作家来此采风创作。贾樟

柯种子影院建成并投入使用，三晋民俗文化

体验地——贾街被命名为山西省创业孵化

基地。现在，来贾家庄创业就业的非本村工

作人员近500人，各类商户230余家。

今天的贾家庄，一切都在蓬勃生长

着。马烽纪念馆沐浴在清晨的阳光里，院

子深处传来“沙沙”的扫地声，仿佛在写着

一代又一代“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又见“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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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贾家庄旅游区贾街游人如织汾阳市贾家庄旅游区贾街游人如织 王永贵王永贵 摄摄

□ 杨珏 李建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