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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查燕荣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

马上催。”唐代诗人王翰在《凉州

词》中提到的“葡萄美酒”，就是

西域琼浆——慕萨莱思。它是西域

葡萄酒的始祖，被誉为中国葡萄酒

的“活化石”。作为“中国慕萨莱

思之乡”，新疆阿瓦提县慕萨莱思

酿造历史悠久。为保护这门古老的

技艺，新疆在 2007 年将“阿瓦提

慕萨莱思酿造工艺”列入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

阿瓦提是刀郎部落的居住地。

近年来，阿瓦提县围绕“西域秘

境·刀郎故里”形象定位，挖掘文

化历史内涵，在保护传承慕萨莱思

的同时，扎实推进产业发展。通过

整合民俗特色资源，推动旅游业提

质增效，阿瓦提形成了刀郎歌舞、

刀郎美食、刀郎民俗、生态旅游等

为一体的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体系。

阿瓦提县委书记李承刚表示，阿瓦

提县坚持实施“旅游+”战略，推

动文化和旅游在各领域、多方位、

全链条深度融合，把刀郎文化融入

慕萨莱思里，打造新疆乃至全国当

之无愧的民俗文化品牌。

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也是酿造

慕萨莱思的最佳时节，阿瓦提县一

派“村村舍舍煮酒忙，香气氤氲漫

农家”的景象。在阿瓦提镇博斯坦

社区的刀郎故里·慕萨莱思文化街

上，以“穆萨莱斯”为主打的葡萄

酒作坊和小酒馆引人注目。走进一

家慕萨莱思体验坊，映入眼帘的是

院内高高的葡萄架、有着浓郁刀郎

文化的民宿和男主人阿塔吾拉·麦

吐尔迪醉人的笑容。

院子里放着一箱箱刚采摘回来

还带着露珠的木纳格红葡萄，令人

垂涎欲滴。还没来得及摘下一颗的

时候，阿塔吾拉·麦吐尔迪打开了

慕萨莱思酿酒坊，一股葡萄酒香扑

面而来，沁人心脾。酿酒坊存放着

30 多桶每桶 250 公斤的慕萨莱思，

有的正在发酵还是浑浊的黄红相间

色，有些已发酵好变成了深红色，

而用勺盛起来却是清冽的淡红色。

关于慕萨莱思的传统制作方

法，阿塔吾拉.麦吐尔迪介绍，首

先要精选熟透的糖度高的葡萄，用

净水清洗之后晾干，再放进过滤袋

中将葡萄压榨成汁，然后将葡萄汁

倒进大锅里用温火熬制，等熬制的

葡萄汁剩下三分之一时停火，再自

然放凉后装进陶制的坛子里密封，

经过大概 30 天的发酵，慕萨莱思

就酿造成功了。他说：“别看这些

工序简单明了，在我们县几乎家家

户户都会，但是这些简单的工艺中

却蕴藏着旁人不了解的秘密，每家

酿造的慕萨莱思口感都是独一无二

的。去年我制作的慕萨莱思纯收入

达到了 12 万元，今年慕萨莱思再

加上民宿的收入，估计能达到 20

万元。”

阿瓦提县的慕萨莱思产业，经

历了从民间作坊自产自销，逐步走

向以企业生产销售为主，再由政府

主导完成慕萨莱思标准研究及规模

化生产示范，并扶持相关企业生产

的产业化之路。目前，全县有7家

生产企业、120余家手工作坊，慕

萨莱思年产量在 2000 吨以上，产

值过亿元。产品有 40 余个品种，

销往到北京、上海、广州以及香

港、澳门等地。

在阿瓦提刀郎慕萨莱思有限公

司现代化的厂房里，公司负责人陈

乃宝说，慕萨莱思产品要走出去，

就要有产品的标准，只要把握住慕

萨莱思“三蒸三煮、陶罐发酵”的

核心传统秘方，就能穿越时光做到

原汁原味。现代工艺可以使慕萨莱

思保存期变长，多样的销售渠道则

让慕萨莱思畅走四方，提升了其品

牌度与美誉度。

走产业化之路不是摒弃传统

工艺，而是把产业发展与保护工

作同步扎实推进。阿瓦提加大传

承人才保护培养，组织开展慕萨

莱思酿造技艺传承培训班、慕萨

莱思酿造工艺的理论研讨会。今

年，阿瓦提慕萨莱思正式向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申请慕萨莱思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同时申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 4 月，阿

瓦提慕萨莱思被列入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葡萄酒产业发展规划

（2019-2025年）》重点发展。

葡萄美酒醉刀郎
——新疆阿瓦提县实施“旅游+”战略打造慕萨莱思文化品牌

记者 牛新建
通讯员 苟鹏泽

甘肃省康县，位于秦巴山区，

被誉为“天然氧吧”“养生天堂”

和“陇上西双版纳”，是西部原生

态旅游胜地和全国天然绿色食品生

产基地。但同时这里山大沟深、交

通不便、土地瘠薄，80%以上的群

众居住在高半山或深山峡谷及林缘

地区。长期以来，康县基础设施薄

弱、公共服务滞后、经济发展落

后，是国家扶贫重点县、甘肃省特

困片区县。2013 年底，全县贫困

户 16839 户、64840 人，贫困发生

率36.41%。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康县把脱贫攻坚作为首要的政

治任务和最大的民生工程，针对山

大沟深耕地少的劣势和绿水青山特

产多的优势，确立了生态为基、发

展为要、民生为本、党建为先的发

展思路。康县通过深入实施环境脱

贫、产业脱贫等大扶贫工程，举全

县之力加快脱贫攻坚进程。2018

年 ， 康 县 有 85 个 贫 困 村 摘 帽 、

2373 户、9364 人脱贫，贫困发生

率从年初的 11.62％下降至年底的

6.54%。康县先后获得中国最美绿

色生态旅游名县、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县等荣誉，县委书记李廷俊当选

党的十九大代表，2018 年县委班

子被甘肃省委向中组部推荐为新时

代新担当新作为班子和脱贫攻坚组

织奖提名单位。

康县坚持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

县委常委会先后召开 14 次会议，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每月召开会

议，定期研究调度、全力推进落

实，建立了“党委统一领导、全县

上下齐动”和县、乡、村三级书记

齐抓责任落实机制。县级领导带头

抓点示范，四大班子齐心协力，各

级组织高效落实。在全县形成了上

级为下级担当、组织为干部担当、

干部为事业担当的浓厚氛围。

康县的潜力在山、优势在特、

希望在林。通过大力发展特色农

业、乡村旅游、劳务输转等多元产

业，康县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当地实

际、顺应群众意愿的产业扶贫路。

按照“整县核桃、南茶北椒，区域

优势、做精做优”的特色产业发展

思路，康县扶持引导群众发展核

桃、花椒等优势特色经济林果

135.08万亩，8万多人从事食用菌

生产，实现了提升产业适宜区和贫

困户全覆盖。同时，不断完善省级

工业园区建设，建成5家规上林特

产品龙头企业，打造了康耳、翠竹

等一批“康字号”名优农特产品。

为了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康县出台了文件，整合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1451万元，用于发展贫困户

产业增收项目，14家龙头企业与70

家合作社实现产销对接，带动1300

多户贫困户增收。此外，依托农特

产品富集的优势，康县大力发展电

子商务，开展电商扶贫。全县累计

开办 1463 家网店，34 家物流快递

企业，224 个乡镇物流配送服务

点，累计总交易额34210万元，带

动6306户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康

县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脱贫攻坚的

重要载体，紧盯“两不愁、三保

障”，连续8年以县委1号文件全面

安排部署农业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

工作。对全县350个村的基础设施

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目前，建成

和建设提升的美丽乡村有 317 个，

4.34万户农村居民全面改善人居环

境，其中阳坝镇和大水沟村、何家

庄村等8个村被评选为中国最美村

镇，花桥村入选首批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康县把全

县作为全域旅游大景区来规划，把

村作为旅游景点来设计，把户作为

小品来改造，在全县形成了美丽乡

村休闲旅游圈。目前，康县已建成

和完善2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2

个国家3A级旅游村景区和69个乡

村旅游示范村，打造了三百里旅游

生态文化风情线和白云山生态综合

示范工程等。全县旅游综合收入从

2012 年的 2.94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

的12.01亿元，8800名贫困人口依

托全域旅游实现高质量脱贫，间接

带动5176户农户增收致富。

一直以来，康县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把精准扶贫作为

实施脱贫攻坚的基础和抓手，把改

善民生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落脚

点，着力在技能培训、教育资助、

医疗救助、兜底保障等方面彻底扶

贫。住房安全方面，投入资金

714.4万元改造危房404户，“十三

五”以来 1356 户实现易地扶贫搬

迁入住。义务教育方面，投入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资金 1925 万元，落

实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等资

金884.82万元、“两免一补”资金

1614.33 万元，实现义务教育无失

辍学学生。医疗保障方面，全县应

参保的贫困人口已全部参保，建成

217 个村卫生室。兜底保障方面，

全面落实低保、五保等各项政策，

今年发放救助资金980.09万元。

康县奔小康

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

记者 张伟伟 通讯员 龙步青

10月26日，第十一届徐福故里海洋文化节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2019年赣榆发展大会

的各项经济活动同时启动。这一以地方历史文

化搭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旨的活动，

吸引了海内外400余位嘉宾参加。

据记载，徐福是中国历史上东渡扶桑第一

人，最早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东方航线，

开创了中日韩友好的先河，被称作传播中华文

明的伟大使者。连云港市赣榆区是徐福故里，

从1990年开始，已经连续举办过10届徐福节。

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徐福节已成为赣

榆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的知名品牌和桥梁纽带，

有力地提升了赣榆对外知名度、文化美誉度和

国际影响力，促进了全区经济社会事业的发

展。本届徐福节从聚焦挖掘徐福文化，扬帆

“海上丝绸之路”，节庆活动更具时代特色；聚

焦经济文化主题，不断创新内容形式，节庆活

动更加丰富多彩；聚焦深化经贸合作，加强对

外交流交往，节庆活动更为开放包容三个“聚

焦”上下功夫，精心谋划，节庆活动精彩纷呈。

作为本届徐福节系列活动的“徐福文化与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论坛，特别邀请了知名中

外文化学者、徐福研究专家。其中，旅日著名

中日文化研究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研究

员、中文版《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重

点围绕徐福文化对中日关系的重大影响进行了

专题演讲；“海上丝绸之路”课题组首席专家、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朱亚非，重点

就徐福与北方海上丝绸之路发展问题发表了见

的。此外，韩国巨济徐福会顾问李性辅、日本

八女徐福会副会长赤崎敏男在论坛上分别作了

学术交流发言。

今年赣榆的徐福节，在打好对外文化交流牌

的同时，着力打好招商引资牌、招才引智牌，突

出了有效务实。受邀的各界嘉宾大多是从赣榆走出去的精英，通过回

到赣榆、感受赣榆、了解赣榆，实现了共谋赣榆发展、共叙乡情友

谊、共绘美好愿景的目的。文化节期间一场场招商推介、现场观摩、

项目签约等活动，共为赣榆带来计划总投资151.6亿元的23个项目，

其中有20个超亿元项目，4个10亿元以上项目。这些项目的签约，为

赣榆实现既定的“高质量发展、后发先至”的战略目标夯实了基础。

本届徐福节的其他系列活动同样精彩纷呈，2019年“智汇海州

湾”科技人才赣榆行暨海洋产业发展论坛、赣榆区农产品展销会、

2019幸福乡村主题论坛、中国乡村电商峰会等活动，充分展现了徐

福文化的独特魅力，更突显赣榆特色、赣榆创意，引人入胜。

面向全球征集的徽标和吉祥物首次亮相本届徐福节，一男一女两

个儿童动漫形象，既有秦时遗韵，更见现代风貌，萌萌可爱，代表了

徐福东渡精神和赣榆海洋特色。随处可见的这两个可爱形象，为参加

活动的嘉宾们增添了快乐，也让人们对赣榆的未来充满了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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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彦东
经济日报记者 张毅

本报讯 日前，第二十六届中国杨凌农业高

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在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举行。为期5天的展会，集中展示了551

项最新农业科技成果和717项专利信息，接待客

商超过 166 万人次，项目签约投资和交易额达

1007亿元。

在本届农高会期间，数字农业展示交流板块

尤其引人关注。苹果多品质一体化智能检测设

备、智慧农业控制云、大疆农用无人机等各类基

于声光电网的数字农业技术和产品，不仅令现代

农业更时尚，也生动地呈现了农业 4.0 时代的图

景。在西农机电展台，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发

的“苹果多品质一体化检测设备”，通过传感器无

损检测，可即时分析出苹果的糖度、酸度等指

标，并生成二维码张贴于受检苹果之上，为消费

者购买苹果提供精准数据参考。

在以“5G时代下的数字农业”为主题的中国

（杨凌）数字农业大会上，知名专家、行业领军企

业及县域经济负责人，围绕聚焦数字资源、引领

智慧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推动三产融合等进行

了深入交流。专家们认为，在经历了生物农业，

化学农业、机械农业阶段后，我国正探索迈进以

信息知识为生产要素，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自动化、智能装备应用为特征的现

代智慧农业4.0时代。

刚刚开园的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是上合组

织农业国际合作实训基地。负责园区投资运营的杨

凌农科集团董事长刘敏哲介绍，园区基于现代智

慧农业技术集成创新了智慧农业管控系统、环境智

能控制系统等十大系统。园区集中展示的12种不

同形式、不同结构、不同标准的温室，适用不同地

区、不同层次、不同气候环境下发展设施农业生产

的需求。刘敏哲说：“我们这里的‘植物工厂’，只要有电就能种

菜，这一技术将彻底改变戈壁沙漠、高原哨所以及远洋舰船等

‘鲜菜难、鲜菜少’的困境。”

近年来，随着5G技术的应用，智慧农业这一全新农业生产

方式已崭露头角，数字农业科技在我国农业体系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中正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刘敏哲认

为， 随着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推广以及大量年轻的

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壮大，数字农业未来在我国的发展空间巨

大，前景广阔。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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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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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端策

本报讯 10月30日，国家卫

健委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我 国 流 感 防 控 工 作 有 关 情 况 。

2019-2020 年流行季，全国流感

疫苗计划供应约2800万剂次，比

2018-2019 年流行季实际使用量

翻了一番。

近期，国家卫健委印发了

《2019-2020年流行季流感防控工

作方案》。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局长

常继乐介绍，方案提出了15项重

点措施，其中包括明确流感疫苗

接种重点人群、优化疫苗接种服

务、加强相关疫苗政策研究等 3

项与生物疫苗相关的措施，以及

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养成良好卫

生习惯、流行季避免到人群密集

场所、患病外出时佩戴口罩等几

项“社会疫苗”措施。方案旨在

通过全面开展流感综合防控，保

护群众身体健康，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

对于流感疫苗供应及使用情

况，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贺

青华表示，流感疫苗属于非免疫

规划疫苗，由居民自愿、自费接

种，目前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

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总体供应量充

足，全国流感疫苗计划供应约

2800 万剂次，比 2018-2019 年流

行季实际使用量翻了一番。今年

首批通过批签发疫苗较去年提前

近 1 个月，目前批签发量已超过

2000万剂次，已供应各地1700多

万剂次，是去年同期供应量的 3

倍；各地累计接种量超过 800 万

剂次，是去年同期的2倍。

谈到目前的流感疫情形势，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说，

现在是流感非流行季节，流感活

动比较弱，预计到12月以后，将

逐步进入流感的高峰季节。通过

既往观察，12 月份、1 月份是我

国特别是北方地区流感高峰季的

主要时间段。

国家卫健委

我国流感疫苗总体供应量充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