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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

老区的全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

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

整的。这就是我常说的小康不

小康、关键看老乡的涵义。”2015

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

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

富座谈会上指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响应党中

央的号召，自1993年开始在陕西

省商洛市丹凤县开展定点帮扶

工作。为了让丹凤人民早点脱

贫致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充分发

挥人才集中和知识密集的优势，

先后向丹凤县派驻多名优秀党

员干部，并投入大量的财力物

力，对丹凤县进行持续帮扶。

丹凤县位于陕西省秦岭东段

南麓，全县总面积2438平方公里，

曾是国家级贫困县。按照1986

年陕西省秦巴山区扶贫工作会议

制定的贫困标准，丹凤县1985年

农户数为 59241 个，农业人口

252630人，基本脱贫户8789户、

35476人，分别占农户数、农业人

口数的14.8% 和14%；基本温饱

户8075户、33622人，分别占农户

数、农业人口数的13.6%和13.3%；

贫困户40416户、177347人，分别

占农户数、农业人口数的68.2%和

70.2%（其中特困户 6834 户、

29194人）；社会救济户（包括五保

户和常年救济户）1961户、6185

人，分别占农户数、农业人口数的

3.4%和 2.5%。1993 年，全县有

10.8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

1999年，仍有6.34万人没有解决

温饱，是贫困发生率比较高的县。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

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

重要历史使命。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脱贫攻坚

摆到治国理政重要位置，提升到

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政治高度，

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采取了许多

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

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

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心系丹凤，

主动将脱贫攻坚的责任扛在肩

上，把丹凤人民视若自己的亲

人，持续30年，不间断地把温暖

送到丹凤。

在丹凤县采访时，只要提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丹凤人民就有

说不完的故事。“丹凤县是革命

老区，也是国家帮扶工作的重点

县，中国社会科学院能够在丹凤

县扎根帮扶，而且一扶就是 30

年，怎么能不让人感动。”丹凤县

一位干部向记者表示，中国社会

科学院在丹凤县的帮扶是全方

位的，除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擅

长的宏观研究为丹凤点亮致富

路之外，还扶持产业项目和资金

直接到乡、到村、到户。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现

在，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

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

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

长期执政基础。”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中国

社会科学院虽然已经帮助丹凤

县于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但是

并未就此止步。中国社会科学

院秉承“扶上马，送一程”，继续发

挥主导作用，汇集各方力量，为

丹凤县引进产业，注入活力，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丹凤乡村

振兴再谱华章。

据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定点帮

扶丹凤县以来，已经向丹凤县派驻了

多位优秀驻村第一书记。

“我已经习惯早起，习惯决定的

事情立马就开始做，这可能都是我在

之前部队养成的吧。”中国社会科学

院驻东楼村第一书记告诉记者，来东

楼村驻村的时候，已经做好了艰苦奋

斗的准备。但东楼村的艰苦条件，还

是出乎他的意料：有的地方不仅路窄

不通车，甚至移动电话都没有信号。

面对艰苦的环境，他没退缩，驻

村的第一年里，中国社会科学院驻村

第一书记就跑遍了东楼村的各个角

落，从驻村前没有一个熟人，到村里

所有的人都认识这位来自中国社会

科学院的驻村第一书记。

“刚来村里的时候确实不知道工

作怎么干，怎么才能干得好，只能慢

慢地摸索，随着工作的深入，现在我

明白了，就是在帮扶路上不让一个人

掉队，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

活。”中国社会科学院驻东楼村第一

书记告诉记者，村里的工作很繁琐、

很具体，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往

前走。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干部素质就

是过硬，他们喜欢把工作做到实处，

对于村里的事情可谓事无巨细。”一

位东楼村的村民告诉记者，随着年轻

人都进了城，村里留下的都是一些孤

寡老人，因此，驻村干部经常去慰问

村里的老人们，关心老人们的身体状

况，对那些出行不便的老人，会及时

带去一些生活物资，同时在闲暇之

余，也会与老人们聊聊家长里短。

东楼村组织委员刘龙保向记者

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干部业务能

力很强，工作很有方向，来到村里首

先就关注到困难群众以及有重大残

疾的人群，这些人都是农村的弱势群

体。“驻村第一书记会将群众的困难

全部记录下来，逐一去排查，然后一

件事一件事地解决。”

据了解，驻村第一书记除了关心

村民的物质生活之外，还很注重村民

精神文明建设，经常会组织班子成员

举办党建活动，并对部分村民进行一

对一的帮扶。

“我们不会让任何人在脱贫攻坚

路上掉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驻东楼

村第一书记说，脱贫攻坚是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指挥、亲自推动的

伟大战役，是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

诺。因此，打好脱贫攻坚战，对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深远意义。

天道酬勤，力耕不欺。如今，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驻东楼村第一书记

和当地干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东

楼村一改旧颜，焕发勃勃生机。

没有产业，就不会吸引年轻人返

乡。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深知要想彻

底让东楼村甩掉贫困的帽子，不再返

贫，那就必须要发展产业经济。

丹凤县位于陕西省东南部，秦岭

东段南麓，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革命老区县、秦巴山区集中连

片特困县。东楼村地处秦岭山脉，长

期以来缺少产业支持，农村生活可谓

是捉襟见肘。

东楼村究竟适合发展什么？为

了寻找适合东楼村发展的产业，中国

社会科学院驻东楼村第一书记经常与

村里那些思想活跃的村民进行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驻东楼村第一

书记在走访调研过程中发现，东楼村

农产品资源丰富，主要有柿子、花椒、

五味子、香菇等。但是，这些农产品

种植面积都不大，而且种植得也比较

零散，即便是当年这些农产品获得丰

收，村民也不知道往哪里卖、卖给谁。

中国社会科学院驻东楼村第一

书记始终将村民们装在心中。为此，

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将柿子作为主要

农产品，引进加工企业，做成成品对

外销售。

据了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驻东

楼村第一书记的牵头下，东楼村已经引

进了一个柿饼加工厂。同时，为了使柿

饼产业形成规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驻

东楼村第一书记的主导下，东楼村为该

柿饼加工企业流转土地300亩。

该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去年

因为东楼村的柿子树还没有挂果，所

以就从外地引入了一批柿子进行加

工，由于加工模式采取的是传统晾

晒，加工出的柿饼口感香甜，上市之

后，很受欢迎。后期，东楼村柿子挂

果之后，预期也会销售得很好。

记者了解到，柿饼产业不仅仅让

投资者获益，更给当地群众带来了不

错的收益。一位东楼村村民告诉记

者，东楼村地处秦岭腹地，出门不是

上，就是下，耕地几乎全是山地。随

着年轻人不断走出大山，村里没有了

劳动力，原本的山地也就撂荒了。

“有的山地撂荒好几年了，如果

再不复种，以后可能无法再种了。”该

村民告诉记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驻

东楼村第一书记的协调下，这些山地

每亩以每年50元的价格流转给了柿

饼企业。“虽然钱不多，但是对我们农

民来说，算是个固定收入，同时，柿饼

丰收季，我们还可以去这些企业揽点

活干，这也是一部分收入。”

除了种植业以外，中国社会科学

院驻东楼村第一书记还将目光盯在

了养殖业。他告诉记者，去年 12 月

份的时候，他就萌生了搞养殖业的想

法。有一次村上致富带头人、村委会

副主任李合利与他进行交流时，提到

了养殖这个事，大家相互一聊，观点

一致，最终就确定养牛。

随即，今年3月份，东楼村致富带

头人就开始购买牛犊以及寻找养殖场

地。“养牛厂能够建起来，与中国社会

科学院驻东楼村第一书记的支持不无

关系。”李合利告诉记者，“东楼村地处

秦岭腹地，用地有严格的要求，我们先

后找了很多地方，都不合适。最后在

村两委班子积极协调下，原东楼村小

学旧址摇身一变成了养牛场，为了将

来能够实现养殖产业化，我们成立了

丹凤县盛东凯润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李合利介绍，目前，合作社有2100

平方米的厂房，改造花费了16万元，

引进种牛花费37万元，分两批从洛南

县和河南省引进，共计31头，每头在

300公斤左右，经过一年养殖可生长至

600～700 公斤，按市场价 34 元/公斤

出售，年底全部出栏可获得60余万元

销售额，利润可达8万~12万元。养殖

场未来规模将扩产至120头。

“我们对养牛场的前景很看好，

如果能够成功，后期我们可能会将东

楼村发展成养殖基地，到时候老百姓

不仅可以吃上放心肉，还可以实现在

家门口就业。”李合利认为，乡村振兴

就是产业振兴，相信东楼村的明天会

更加美好。

党支部“有想法”，干部敢“挑担

子”，党员能“闯路子”，就一定能带领

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丹凤的帮扶

是摸得着、看得见的，让人民群众得到

了实实在在的实惠，是丹凤县脱贫攻

坚路上真真切切的‘领路人’。”丹凤县

一位受访干部向记者表示，自1993年

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在丹凤开展

帮扶工作，在30年的时间里，充分发

挥其职能优势，累计向丹凤县注入帮

扶资金超过1亿元。同时，还向丹凤

县不间断输送优秀的挂职干部，在丹

凤县的脱贫攻坚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扎根丹凤，心系丹凤。

6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帮

扶干部接待了2位来自北京做土

特产生意的客商，并带领他们参

观了东凤酒庄、丹凤酒庄等几家

丹凤县有实力的葡萄酒企业，希

冀为丹凤县的葡萄酒扩大销路。

每一任在丹凤县挂职的中国

社会科学院帮扶干部，都非常重

视产业发展。对内引入资源、对

外推销产品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帮扶干部挂职期间日常工作的重

要部分。

202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挂

职干部牵头组织，带领丹凤县的

村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展销当地

的农特产品，仅一下午时间，价值

几万元的农特产品销售一空，成

为丹凤县消费帮扶的典型案例。

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在全

国范围内寻找客商，更大范围地

推销丹凤县农特产品，是每一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挂职干部在丹凤

县挂职工作期间的必修课。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随着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葡萄酒

产业大有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

帮扶干部告诉记者，总书记对葡

萄酒产业的重要指示和殷切嘱

托，对发展丹凤葡萄酒产业既是

鼓励也是鞭策，既指明了发展方

向，也预示了新时代的产业前景。

现阶段，丹凤将葡萄酒产业

作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位

主导产业，经过多年培育发展，已

经走出了一条集葡萄种植、观光、

采摘，葡萄酒酿造加工、储藏、销

售，以及葡萄酒文化体验为一体

的发展之路，并且带动了丹凤及

邻县葡萄种植、运输、纸箱、玻璃

等十几个产业的同步发展，为乡

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走进东凤酒庄，酒香四溢，深

邃山体里的酒窖，更是让人着

迷。偌大的酒窖，像是一座地下

宫殿，在黄色光晕笼罩中，葡萄酒

的香味在深幽的酒窖里弥漫流

溢，各品类的红酒按照年份掩埋

在洞壁上，只露出瓶底，酒瓶上的

寒气液化成了小水滴，宛如从酒

瓶之中渗透出来的佳酿，闻着窖

里的空气，已然微醺。

东凤酒庄创始人王青宁，今

年已经66岁，他是一位对丹凤葡

萄酒有情怀的人。1986年，29岁

的王青宁从外地回到家乡，在陕

西丹凤葡萄酒厂工作，从那时

起，就与葡萄酒结下了不解之

缘。2016 年，在他 59 岁时，放下

在西安的生意，按照多年来的设

想，回家乡建起了葡萄酒庄，期

望在第二个百年让丹凤葡萄酒

焕发出自 1911 年始创以来第三

个“春天”。

对于丹凤葡萄酒的发展历

史，王青宁烂熟于心。他告诉记

者，丹凤葡萄酒起源于1911年，由

意大利传教士安西曼与徒弟华国

文首次酿制。安西曼出身于葡萄

酒酿制世家，他的祖辈专门为意

大利皇室贵族酿制葡萄酒。

20 世纪初，安西曼作为传教

士来到中国，遍游中国的大江南

北。当他来到丹凤龙驹古寨时，

被这片兼具南北特色、山明水秀

的土地所吸引，又见此地盛产龙

眼葡萄，于是，他尝试使用祖传技

艺在丹凤当地酿制葡萄酒。其

间，他收下来自南阳的华国文为

徒，传授给他葡萄酒酿造技术。

此后，华国文联合当地绅士

名人正式创办“陕西省龙驹寨协

记美利葡萄酒酿造公司”，后更名

为“西北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大芳葡萄酒酿造公司”等，成为

西北地区最早、最大的葡萄酒系

列生产厂家，百年丹凤葡萄酒就

起源于这一时期。

1953 年，我国正式启动了第

一个五年计划，葡萄酒被列入其

中 ，并 得 到 国 家 层 面 的 支 持 。

1956年毛泽东主席批示：“要大力

发展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生产，让

人民多喝一点葡萄酒。”

遵循毛主席的批示，丹凤葡

萄酒厂开始扩大规模，先后从国

内外引进优良品种300万株，发展

葡萄种植面积，建立了千吨水泥

发酵池。

上世纪80年代，丹凤的葡萄

酒产业步入鼎盛期，曾名噪一时

的丹凤葡萄酒选用当地最优质酿

酒葡萄赤霞珠、龙眼等为原料，引

进法国设备，采用先进发酵工艺，

用纯葡萄汁经橡木桶贮藏后精酿

而出，在全国享有盛名。

当时储酒能力便已达2万吨，

年生产能力达万吨，年产销最高

达 8500 吨，销售收入 9000 万元，

年利税1000多万元。

1987 年 2 月，在法国“奥朗

日”博览会上，丹凤葡萄酒获得

《产品质量合格证书》，并于当年

出口法国、日本、瑞典、比利时等

国家，同时畅销全国26个省区市。

自1953年到上世纪80年代，

丹凤葡萄酒厂共创造社会总产值

3.6 亿元，提供社会商品量 8.4 万

吨，创利税总额3258万元，累计收

购葡萄原料15万吨，带动了相关

产业的同步发展，产生了较大的

经济效益。

在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丹

凤葡萄酒历经沧桑岁月，见证着

历史变迁，一路走来。

“当前，丹凤县将葡萄酒产业

作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位

主导产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东凤酒庄才逐渐发展壮大。”王青

宁介绍，经过多年发展，当前的东

凤酒庄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以葡萄

酒酿造储藏、百年丹凤葡萄酒文化

展示、葡萄酒体验消费、研学实践、

餐饮住宿为一体的综合性酒庄。

事实上，在丹凤县，像东凤酒

庄一样已经形成规模的酒庄不止

一家。位于丹凤县棣花镇的丹凤

酒庄，也是一个集葡萄种植、红酒

酿造、文旅康养于一体的三产融

合示范项目。

丹凤酒庄常务副经理谢小龙

介绍，按照规划，丹凤酒庄总投资

15亿元，分三期建设，一期项目占

地62亩，总投资3.5亿元，主要建

设万亩葡萄种植示范园、万吨制

酒储酒生产线、百年红酒文化观

光博览园、特色餐饮和康养民宿

四方面内容。二期计划投资10亿

元，拟于2023年在原酒厂厂区开

发建设以博物馆、风情街为主题

的红酒城项目。三期计划投资

1.5亿元，拟于2024年在现酒庄建

设葡萄酒堡、观光栈道、民宿集群

等项目。

截至目前，丹凤酒庄一期建

设项目已全部完成。万亩优质酿

酒葡萄种植示范基地、万吨葡萄

酒酿造储存灌装生产线和葡萄酒

文化展示中心、高端窑洞民宿和

特色美食餐厅、千亩采摘体验博

览观光葡萄种植园以及周边的许

家塬原生态民宿集群已全部建

成，达到了吃、住、行、游、购、娱的

基本条件。

此外，丹凤县有一定规模的

葡萄酒企业还有安森曼葡萄酒庄

有限公司、商山红葡萄酒有限公

司等 9 家，注册的商标有丹凤葡

萄酒、安森曼、东凤、商山红等53

个，全县年制酒储酒达10万吨以

上，葡萄酒全产业链产值达到50

亿元。

“葡萄酒产业是一、二、三产

业融合复合型产业，目前已建的

丹凤酒企业均是推动‘三产’联

动、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新业态

建设，在吸纳乡村劳动力、推动新

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致富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当地一位受访干

部介绍，当前，丹凤县葡萄酒产业

已经形成“一产+二产+三产”的

完整产业链条。在第一产业上，

丹凤将葡萄种植列为重点和特色

农业；在第二产业上，葡萄酒生产

体系布局完成，自主研发能力也

大幅度提高；在第三产业上，以原

有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为基

础开展特色旅游，同时带动了包

装业、运输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我们党

工作的重中之重，产业兴旺是乡

村振兴的生机与活力。

在葡萄酒行业流行一句话叫

做“七分原料、三分工艺”，说明葡

萄酒酿造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原

料的品质。

丹凤县属凉亚热带半湿润和

东部季风暖温带过渡性气候区，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日照时间

2056小时，平均气温13.8摄氏度，

降雨量687.4毫米，无霜期217天，

并且无企业污染，位于秦岭深处

的原生态自然条件，能够种植出

品质优良的酿酒原料。

据了解，当前丹凤县通过“公

司+基地+农户”的模式，促使企业

和农户挂钩，在棣花镇的陈家沟

村、商镇黑沟河村、龙驹寨街道办

冠山村、竹林关镇竹林关村等地

主栽葡萄品种有赤霞珠、摩尔多

瓦、巨峰、夏黑、蓝玫瑰、京亚、龙

眼等1万多亩，形成了312国道沿

线一道美丽的生态农业观光带。

“从葡萄种植，到葡萄酒加工

和销售，再到葡萄酒园的观光旅

游，极大地带动了多个环节的配

套产业发展。”上述受访干部表

示，随着葡萄酒产业快速发展，丹

凤县加快了区域资源优势向经济

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

动能。

“我们在龙驹寨街道办白衣

寺村建有酿酒葡萄种植示范基

地，并结合丹凤本地地貌、气候、

土壤等条件种植十余种优质酿酒

葡萄品种，带动农户通过土地租

赁、劳务用工、定向回购等多元方

式分享葡萄酒产业发展成果。”王

青宁告诉记者，东凤酒庄采用“酒

庄+基地+农户”模式，配套建设

就餐、住宿等旅游服务接待功能，

项目全面投产达效后，可发展葡

萄种植基地6000亩，年可生产灌

装葡萄酒5000吨，可储藏葡萄酒

5000 吨，可接待游客 6 万人次/

年，实现年产值 1.2 亿元，上缴税

金 1500 余万元，提供就业岗位

160余个，对传承、发扬百年丹凤

葡萄酒文化、做强实体经济、带动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推动

作用。

“如今，商洛市委、市政府高

度关注丹凤葡萄酒产业的发展，

丹凤县委、县政府已将丹凤葡萄

酒产业作为丹凤县经济发展的支

柱产业和重点发展的首位产业。

面对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

将继续抓紧丹凤酒庄二期项目建

设，明年 4 月底完成全部建设任

务。适时启动秦岭丹凤红酒城项

目建设，同时继续抓好市场开发，

让百年丹凤葡萄酒走出陕西、走

向全国。”谢小龙介绍，丹凤酒庄

全面投产后，各环节累计可增加

就业岗位2000个，不仅可以组织

周边剩余劳动力就近务工，增加

农民收入，还可以延伸和丰富周

边旅游产业，带动周边农村旅游、

餐饮和特色农业的发展，使周边

群众受益。

百年传承——小葡萄串起大产业

记者手记

助力乡村振兴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驻丹凤县东楼村第一书记（左）在村民家调研慰问。 本报资料室/图

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客商，更大范围地推销丹凤县农特产品，是每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挂职干部在丹凤县挂职

工作期间的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