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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凤葡萄酒是厚重的，113年的根脉“酿造”出的是醇厚；丹
凤葡萄酒又是年轻的，113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脉动的始终是一颗年轻的心！

1911年至2024年，113年的传承与深耕，丹凤葡萄酒成为
继 1892年张裕葡萄酒之后中国第二家葡萄酒生产企业，是西
北最大的红酒产区。

如今，这个总人口30多万的秦岭小城，却拥有5家葡萄酒
企业，葡萄酒年储酒能力3万吨、生产能力2万吨，涌现出“丹凤”

“安森曼”“东凤”“商山红”“百年凤驹”等国内外知名品牌，远销
法国、日本等地，全县葡萄酒产业综合产值达到 12亿元，不但
产生可观的“紫色经济”效益，更托起了丹凤助农增收的“富民
梦想”。那么，一颗小葡萄是如何“裂变”出大能量的？

聚世界目光聚世界目光 擦亮丹凤金字品牌擦亮丹凤金字品牌

“酒香不怕巷子深”是一个时代营销的标志。伴随着互联
网的发展，“酒香也怕巷子深”，凭借资源和产品质量坐等客人
找上门的经营之道早已落伍。要想走在时代前列、抢得发展先
机，就要多“走出去”推介宣传，获得更多的机会，才能得到真金
白银的收益。

6月 18日晚，西安南门广场流光溢彩、钟鼓齐鸣。“一城红
酒·百年味道”2024陕西丹凤第二届红酒文化交流会在此开幕。
哥伦比亚、意大利、法国等 26个国家驻华外交使节代表，国家
部委、省市相关领导，葡萄酒行业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中央
及省、市媒体记者参与这场盛会。

聚光灯下，丹凤红酒与盛唐盛世的璀璨辉煌交相辉映，盛
大的入城仪式将古都的韵味与红酒的醇香传递给全世界。现
场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为丹凤县葡萄酒协会代表颁发“最多
人线上线下同时祝酒”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证书，再一次向全
球展示了丹凤红酒的非凡影响力和民族的凝聚力，进一步擦亮
葡萄酒品牌，这是继“2023年首届陕西丹凤红酒节”后，葡萄酒
品牌的又一次突围。

“我们以举办高规格红酒节为载体，聚世界目光，持续擦
亮丹凤葡萄酒金字品牌。从目前市场反馈来看，效果还是很
明显，几家酒企的销售额和订购商都有明显增长，对外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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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度也在不断攀升。”丹凤县科技和经济贸易局局长付学华
说，“想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打开局面，‘走出去’只是第一
步，还得学会吆喝。这几年，县上多次赴安康、汉中、福建、广
东等地面对面地推介宣传丹凤葡萄酒，今年 4 月，在安康做推
介时，现场就签约百万订单，让人兴奋不已，更加坚定了这条
路子，下一步，我们将把目光聚焦在南方市场，将福建、广东作
为推介主攻的重点区域。”

“这几年，红酒市场竞争激烈，丹凤不缺酒，更不缺好酒，但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要做的是主动走出去，把好酒推到鼻
子的有效嗅程之内。”付学华说，此次红酒节，不仅有“庄主们”
抱团推荐他们共同的品牌，各级媒体、干部、主播也齐上阵，联
合为丹凤葡萄酒站台。

据悉，丹凤县已连续 5 年组织举办丹凤葡萄酒文化节。
2024 年举办中国西部红酒博览会、西安红酒品鉴会、安森曼
酒庄第六届葡萄酒文化节等活动，参加丝博会、农高会等各类
展销会推介会 15 场次，逐渐打响了丹凤葡萄酒在省外乃至全
世界的名气。

建万亩基地建万亩基地 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好葡萄酒是酿出来的，更是种出来的”。丹凤葡萄种植历
史久远，上可追溯至汉唐时期，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北纬
33°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丹江河谷特有的地质、水源和气候条
件也孕育出了果粉厚、糖分足、汁浆浓、味甘美的酿酒葡萄。

6月20日，沐浴北纬33°的阳光，记者来到棣花镇陈家沟
村万亩葡萄种植示范基地，一望无垠的葡萄藤映
入眼帘。

据丹凤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余涛介绍，为推
动丹凤葡萄酒全产业链发展，拓宽群众收入来源，
2022年底，丹凤葡萄酒厂整体迁址到丹凤县万亩
葡萄种植示范基地的核心区——棣花镇陈家沟
村，这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生产和运输成本，还
保障了原粮供应。目前，全县葡萄种植产业辐射
带动3000多户农户务工增收。

长期负责田间管理的陈军启就是其中一人。
他从基地流转之初就在这里干活，主要负责葡萄
种植管理、采摘、除草等工作。“以我的年纪外出
打工很难找到工作，在基地干活每天能挣100元，
工作强度不大，还能照顾家里。”陈军启对家门口
的工作很满意。

“我们的种植基地在棣花镇的许家塬村和陈
家沟村，2008年在两个村流转了1200亩的土地
种植培育葡萄，酒庄建成以后，我们又在东侧山
上扩建了万亩葡萄基地，辐射带动2000多人务
工，人均年增收3万多元。”丹凤酒庄副总经理谢
小龙说，“下一步，酒庄将扩建一个1万多平方米

的储酒库，建成后酒厂储酒量将达到 3至 4万吨。”
葡萄酒产业同步带动的还有棣花镇万湾村。万湾村地处

丹江河谷丹凤段酿酒葡萄的核心产区，以前，这里的村民以种
植五谷杂粮为主，一年下来挣不了多少钱。这几年，随着丹凤
葡萄酒产业快速发展，万湾村瞅准机会也开始发展葡萄种植，
部分村民还将土地流转给酒厂统一经营管理，每年的土地流转
费加务工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我们在丹江两岸及宁夏建成葡萄基地3000多亩，为酒庄
提供10多种优质酿酒葡萄原料，带动了当地230户600多名群
众增收。”丹凤安森曼酒庄葡萄酒种植基地负责人叶军海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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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丹凤县先后利用苏陕协作项目资金 2000 万元，帮
助企业建立优质葡萄种植基地。通过返租群众土地规模建园、
务工和提高分红收入，将群众绑在产业链上，享受葡萄酒产业
红利。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促使企业和农户挂钩，
棣花镇陈家沟村、商镇黑沟河村、龙驹寨街道冠山村、竹林关
镇竹林关村等地的葡萄种植基地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

“聚宝盆”。目前，丹凤县已建成赤霞珠、摩尔多瓦等优质品质
葡萄基地 2.5万亩，不仅为丹凤葡萄酒全产业链发展夯实了基
础，还让无数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

打造新业态打造新业态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品鉴休闲、研学体验、亲子采摘、观星露营……在丹凤
县，葡萄酒文化旅游打开了酒庄的多棱面，释放了文旅业态
的更多可能，成功吸引各方游客的目光，成为丹凤热门打卡
地之一。

丹凤酒庄是秦岭“最美”打卡拍摄地之一。万吨葡萄酒
生产车间，多彩世界葡萄酒文化的万国酒窖，高科技全息投
影的时光隧道，流光溢彩的葡萄酒文化墙，独一无二的酒罐
民宿，游人徜徉其中，既能领略葡萄酒百年历史文化发展进
程，也能沉浸式感受“一城红酒·百年味道”的文化底蕴。漫
步酒庄，一步一景、一帧一画。夜可观满天繁星，日可赏天高
云阔、远山如黛的秦岭风光，享受“品酒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自在惬意。

酒庄游品鉴环节是游客与葡萄酒拉近感情最直接的方
式，源于品鉴，游客对葡萄酒有了更多的认知，这是葡萄酒与
游客之间建立的初级好感。“这种对葡萄酒有感情、有温度的
订购，客户黏性很强、回购率非常高，而且 1 个游客可以带动
圈内若干个消费者。”丹凤酒庄总经理周广仁说，“这几年，我
们的销售模式在逐步向文旅带动销售模式转变，未来我们要
在红酒文化挖掘、游客体验上下功夫。”

在酒庄的后山，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葡萄园，一直延伸到
远方。在这里，游客可以体验葡萄种植、采摘，参观葡萄酒酿造、
储藏和相关设施，还可以住酒罐民宿，沉浸式品味丹凤葡萄酒
的历史文化与迷醉芬芳。

除了丹凤酒庄，其余两大酒庄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发
展路径。安森曼酒庄聘请法国酿酒师，瞄准欧洲市场定位生
产经营，已形成集种植、采摘、酿造、储藏、品鉴、产品定制、
葡萄酒文化展示、婚庆摄影、观光为一体的多功能葡萄酒庄。
东凤酒庄建起葡萄酒文化展览厅，开发山体酒窖储藏观赏项
目，形成集葡萄酒生产体验、观光度假旅游于一体的复合型
现代化酒庄。

在“葡萄酒+文旅”理念的碰撞下，葡萄酒庄激发出全新
动能，通过葡园民宿、帐篷营地、围炉煮茶等丰富的活动，有
效带动酒庄旅游，不断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酒庄不仅仅是一栋建筑、一大片葡萄园，更应该是消费
者心中向往的旅游目的地，深度体验、场景消费的趋势在国
内愈加明显，葡萄酒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势不可挡。”
丹凤县委书记郭安贵说，接下来，将进一步发挥丹凤葡萄酒

“品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区位环境独特、产业带动力
强劲”的独特优势，坚定不移走三产融合之路，在葡萄酒产业
延链强链补链上狠下功夫。

目前，丹凤酒庄精品酒罐民宿、携程农庄、葡萄星球、丽
呈别院、四皓养生馆、花筑荷塘畔等 8 家高端民宿建成运营，
丹凤酒庄跻身国家 3A 级景区，三产实现联动增值发展，旅游
人数和收入分别增长 22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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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政企““双向奔赴双向奔赴”” 同心聚力谋发展同心聚力谋发展

丹凤，一座因葡萄产业而闻名的千年县城，其葡萄酒产业
的崛起尤为引人注目。产业崛起的背后，不是一个部门、一个
企业能够独立完成的，而是政企“双向奔赴”，同心聚力持续不
断的推动成果。

安森漫酒庄总经理李军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几年，
政府在补全葡萄酒产业链上花费了大量心血，我备受鼓舞，我相
信丹凤葡萄酒未来大有可为。在不断创新提升产品品质的前提
下，每一家酒企要有放眼全国乃至世界的眼光，不能盯着家门口
打价格战，只有抱团发展，才能真正将丹凤红酒做大做强。”

近年来，丹凤县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品牌建设等措施，
全力推动本土葡萄酒企业和产业链的壮大；制定了《丹凤葡萄
酒生产工艺流程标准》，建设了万亩优质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并
积极推进葡萄酒庄、软木产品深加工等延链补链项目。

同时，丹凤县成立葡萄酒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心，确定专项
资金、产业奖补“两个重点”支持，县财政2000万元、各类补助、
国债和贴息资金不少于1亿元，用于支持葡萄酒全产业链融合
发展。规划区域内集中连片发展的葡萄每亩补助 1000元，百
亩以上葡萄种植基地基础设施给予配套支持，鼓励社会资本投
资栓皮栎、橡木树造林和森林抚育，实行林业增绿增效、退耕还
林综合奖补。聘请国内外专家组建顾问团，建立人才激励、服
务流动和使用机制。对获得国际或全国奖项的产品给予专项
奖励。充分挖掘历史文化底蕴，依托酒庄多元化市场运营，培
育特色化、差异化的市场竞争力，对在县外新建丹凤葡萄酒连
锁直销窗口，年销售额 100万元以上的给予奖励。

为加强葡萄栽培管理，保障优质酿酒原料，县上建立健全
从良种引入种植、生产技术工艺、产品申报认证、市场拓展营销
4个环节质量监管体系，酿酒葡萄病虫害防治技术规范、酿酒葡
萄建园技术规程、酿酒葡萄种植技术规程、旅游葡萄酒酒庄建
设规范、酿酒葡萄园分级规范等 5个地方标准，提升市场综合
竞争力。依托丹凤酒庄、安森曼酒庄的生产优势，加强与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合作，建设葡萄酒技术研究中心、检测检
验中心4处，招聘专业研究检测人员10人，开发葡萄酒、气泡酒
等系列产品 30多种。借力河北农业大学力量，融入北方葡萄
酒产业联盟，在本土化葡萄选育、葡萄适生地排湿科研攻关、地
区酵母菌培植应用等方面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这几年，在政策的推动下，酒企也积极响应，不断提升自身
实力和产品品质。

作为酒企，如何酿造中国人喜欢喝的高品质葡萄酒？回乡
创业的东凤酒庄董事长王青宁说：“酿好酒要具备三个条件，一
是优质的原料，二是先进的设施设备，三是良好的储藏条件。”为
提高葡萄酒的品质，东凤酒庄采用国内一流葡萄穗选、粒选前处
理设备及三联体灌装机，同时建成世界一流恒温、恒湿天然砂石
沉积岩天然酒窖，大大提升了葡萄酒的口感和品质。目前，以丹
凤酒庄、东凤酒庄、安森曼酒庄等为代表的酒企，已陆续推出百
余款深受消费者喜爱的葡萄酒产品。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1年 6月，丹凤葡萄酒酿造技艺
被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4年2月，商务部、文
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文
物局公布了第三批中华老字号名单，丹凤葡萄酒品牌成功入选，
研发“干红”“白兰地”等产品100多种，多个产品荣获国际大奖。
2023年，丹凤被授予“中国葡萄酒历史文化名城”称号。

如今，葡萄酒之于丹凤，是一项优势产业，是这座城市的生
活味道与文化符号，是通行于全世界的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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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凤聚力打造“中国葡萄酒历史文化名城”纪实

本报记者 张 英

村民在葡萄种植基地劳作村民在葡萄种植基地劳作

丹凤酒庄红酒音乐鉴赏会丹凤酒庄红酒音乐鉴赏会

丹凤酒庄内的酒罐民宿丹凤酒庄内的酒罐民宿安森曼酒庄安森曼酒庄

筛选葡萄筛选葡萄 东凤酒庄恒温恒湿的天然酒窖东凤酒庄恒温恒湿的天然酒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