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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铜川市印台区陈炉镇立足自身诸多

优势，聚焦发展壮大粮食产业，提升小麦等粮食

产量，与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合作开展“铜麦6
号”优质小麦示范推广加工基地项目。

陈炉镇作为“铜麦6号”良种推广和良种繁育
基地，种植“铜麦6号”2万亩，产量1万吨。“铜麦6
号”是铜川市自主研发的旱地小麦品种，旱地平

均亩产在500公斤。面粉蛋白质含量达14.40%，湿
面筋含量达34.3%，远高于普通面粉。镇政府领导
谋划，立足本地特色，打造“铜麦6号”加工基地，
亭湖区安排140万元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项目进
行全产业链扶持，将配备自动化加工生产线1条，
生产设备5台，主要开展以“铜麦6号”为主的深加
工业务，该项目建成达效后预计年加工“铜麦6
号”5万吨，使小麦的价值增加1.2~1.5倍。
“铜麦6号”优质小麦示范推广加工基地建设项目

的实施，让印亭再牵手，走出金黄的产业发展道路。

铜川市印台区陈炉镇与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
合作开展“铜麦6号”优质小麦示范推广加工基地项目

西凤酒匠心品质三千年科技创新促腾飞
一滴西凤酒，半部华夏史。西凤酒始于殷商，盛于唐宋，发展于明清，鼎盛于当代，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名酒之一，是

中国凤香型白酒的创立者和典型代表，曾四次获评“国家名酒”，九次夺得国际大奖。2019年，在由中国酒业协会组织的
全国百名专家白酒盲品测试中，西凤酒荣获“国评状元”。 2023年，西凤酒品牌价值达2687.43亿元，位列中国白酒
排行榜前列。酒成于匠心，酿于天时、立于地利、美于时光。西凤酒的名酒价值体系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记者芮扬文/图

西凤酒拥有3000年无断代传承的酿

制技艺。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五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西凤酒酿造技艺被列入其中，同年，西

凤酒酿酒工业遗产群也荣列国家工业和

信息化部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在坚持传统工艺的同时，西凤酒不

断创新和完善生产工艺，汲取现代科技

成果，在传承古法“老五甑”“六字工艺”

的过程中，经历了8次标志性技术改进

和创新，重新科学厘定了西凤酒的核心

工艺，形成了能够体现其工艺之复杂、

时 间 之 悠 久 的 数 字 化 表 达 体 系

“16999”，即一年一个生产周期、六个

生产阶段（立、破、顶、圆、插、挑），九月

立窖，九次发酵，九次投粮。归纳出

“轻”“薄”“匀”“松”“缓”“两大一小”

“两干一湿”的装甑操作要领，凝练出

“酒醅判断十法”的制酒生产口诀，形

成了“掐头去尾”“量质分段”的摘酒方

式，形成现行西凤酒精细化酿造工艺，

突破传统白酒酿造资源消耗大、效率

低、品控难等一系列问题，整理制定出

《西凤酒生产操作规程》《酿酒知行手

册》《西凤酒生产小红书》等生产指导

用书，保证了西凤酒酿造过程中38个

质量控制环节，开启西凤酿酒厨房发

展管理新模式。

2020年，西凤酒先后启动“333”工

程及10万吨基酒扩能项目，引入数字

化、智能化等新兴技术，如AGV曲块运

输机器人、无人智能行车、物料正压

输送等，将“数字+”“智能+”赋能传

统酿造工艺，建设了年产能最大（3
万吨/年）的12层制曲大楼，全智能化

的万吨酿造车间，提升了生产的自动

化、信息化、数字化水平，完善优质酒

产能储存，将品质稳定性和生产效能

推向新高度，以优能、优品推动企业

高质量发展，成为白酒行业智能酿造

的新标杆。2022年，智能制造新模式应

用项目“白酒数字化工厂项目”顺利通

过工业和信息化部验收，西凤酒成为

陕西省首个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的食品

工业项目。

系列报道之三：非遗酿造工艺成就国脉凤香、白酒之源

阳光讯（记者史超通讯员穆海宏文/图）经过
半年的施工，“超滤膜+反渗透”污水处理设备和
技术在黄陵矿业双龙煤业开始顺利投入运行，标

志着该矿污水处理在全面实现智能化目标上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据了解，超滤膜是一种孔径规格一致，额定

孔径范围为0.01~0.1微米的微孔过滤膜，在污水
处理过程中，只需在膜的一侧施以适当压力，就

能筛出小于孔径的溶质分子，从而去除水中的悬

浮物以及胶体、细菌等杂质，为下一步反渗透提

供合格的进水，保证反渗透系统的安全运行，降

低系统化学清洗频率，延长反渗透膜使用寿命，

而与超滤膜一起进行污水处理的反渗透技术是

一种目前行业内较先进和节能的膜分离技术，在

工作的时候，利用其原理，在高于溶液渗透压的

作用下，依据离子、细菌等杂质不能透过半透膜

的特点，将这些物质和水分离开来，最终达到快

速而又高效的处理污水的目的。

此外，为确保提标改造达到最理想效果，使

“超滤膜+反渗透”污水处理得到全面应用，该矿
在原有基础上对污水处理站的地面配套设施进

行了全面升级，扩建了污水处理作业场所一百多

平方米，增加了PAC自动化加药成套装置和单个
容量约为45立方米的活性炭水处理罐5个，用于
安装运行超滤膜+反渗透设备，并配备了成套网
络信息检测系统，对“超滤膜+反渗透”水处理整
套流程实行智能化管理，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

强度，以“智芯”之力还自然滴滴清流。

黄陵矿业双龙煤业“超滤膜+反渗透”污水处理系统
上线运行

镇安县西口回族镇形成“一山一川、一园一地”产业发展格局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阳光讯（记者韩建军通讯员倪娅
文/图）日前，记者从商洛市镇安县获
悉，随着该县今年西口回族镇陕西·镇

安首届北阳山“赶牛节”的成功举办，进

一步展示了该镇北阳山的风光，展现

了镇安县的民族特色风情，打造了镇

安县高品质旅游品牌形象。

西口回族镇采取“支部搭台、能人

唱戏”的方式，引导在外创业成功人士

反哺家乡，依托程家川下湿地优势，流

转土地百亩兴建“十里鱼坊”，打造了

集生态康养中心、特色陕南民宿和休

闲垂钓园于一体的冷水鱼养殖产业

园，带动周边12户农户稳定增收，着实
让农村土地资源活起来、闲置劳动力

忙起来、集体经济强起来。

西口回族镇利用苏陕协作“四方

共建”平台，按照“支部引领、产业联盟、

村企合作、农户受益”的思路，引进镇安

县岭鸿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入驻智

慧水产养殖产业园，建成虾蟹水稻智

慧混养园区510亩。其中，小龙虾、大闸
蟹精养标准示范塘300亩，蟹稻养殖塘
210亩，年产值达1000余万元，带动36

户农户户均年增收3万元以上，带动
村集体经济年收入10万元以上。

西口回族镇岭沟村紧抓高标准

农田建设机遇，依托“岭沟贡米”品牌

优势，流转土地200亩种植岭沟贡米，
引进岭沟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变农

户分散自主种植为集中统一管理，带

动78户农户稳定增收，放大土地资源

效能，实现企业、农户双赢。

西口回族镇以“产业强基、功能

聚合、形态精美”为目标，重引资、

育能人、强配套，逐步形成“一山一

川、一园一地”的产业发展格局，为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有序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

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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