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大足区公布了第九批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大足区雍溪纯高粱白酒制作技艺
入选。拥有这门手艺的，正是雍溪酒厂。

雍溪酒厂的前身为刘氏槽房，始建于清
代。酒厂酿酒沿用了最为传统的人工古法酿
造，辅之以现代蒸馏工艺，高粱需要经过 6天
时间，30多道工序之后才能变成杯中的琼
浆。雍溪纯高粱酒的酿造保存了其传统发
酵的模式，以糯红高粱为原料，优质小麦制
曲作糖化发酵剂，以老泥窖为发酵容器，辅
以清新稻壳作疏松剂，酿纯粮酒，无任何外
添加物，开放式操作条件下进行续糟发酵酿
制而成。酒厂至今还留有从清初保存完好的
发酵池，老窖发酵，高温蒸馏，分段接酒，恒温
存储，用古法酿造出来的酒品质绝佳，芳香
浓郁，回味悠长。

雍溪酒厂位于雍溪老街内，近年来，随着
当地文旅产业的兴起，酒厂、老街相互借势，
成功“出圈”，成为了当地文旅产业发展的标
志之一。

这背后是当地文旅融合发展的强劲
势头——

近年来，当地以“雍溪里”景区为依托，强
化与天华百卉园、“雍溪里”飞行基地的互联
互动，倾力打造全季节、全天候、全方位的全
域旅游目的地；启动“雍溪里”AAAA级景区创
建工作，对景区的停车场、厕所、景观景墙、古
桥、景区导游图等进行完善升级，不断提升服
务游客的能力；加速推进传统村落保护二期
项目建设，继续实施古镇民居整治提升、夜间
灯饰工程，规划建设古镇沿河栈道，不断提升
古镇品质，着力构建“一区一园一基地多点”
旅游格局。

同时，雍溪镇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产
业链发展，推出“摔酒碗”“穿戏服”“看川剧”

“喝盖碗茶”等系列活动，持续开发“雍溪里·
有礼”系列美食品牌；强化串联互动，高水平
打造“游千年古镇、赏花卉美景、享低空飞行”
的旅游精品路线，真正让“雍溪里”成为游客
来足的必游之地、必到之处。

青山叠翠、花开遍野，秀美活力的城乡新
貌正在棠城大地铺展。当下的雍溪，正努力
谱写特色产业壮大、生态优美宜居、桑梓文化
厚重的新时代新篇章。

（本组文图由大足区雍溪镇政府提供）

初冬时节，既有瓜果飘香一片丰收的喜
悦，又有“我花开罢百花煞”的萧瑟。

但是淮远河两岸，却是另一番景象——
红蝶锶业公司通过技改，走上了绿色

发展道路；8000多亩鲜花基地，打破季节
桎梏，上百种花卉花开正艳；老街上，三代
传承的老酒坊，工人们正挥汗如雨，阵阵
酒香，沁人心脾……

近年来，大足区雍溪镇全力以赴抓项
目、兴产业、惠民生、促发展，以建设“川剧
古镇、花乡雍溪”为目标，致力于打造“特
色农业优选地、生态优美宜居地、桑梓文化
繁育地”，变得更绿、更新、更特、更香，在大
足区做好“三篇大文章”中展现新作为。

锶是一种稀有金属，可广泛应用于电子、液
晶显示、汽车、航天、军工、医药等行业，被称为现
代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工业味精”。

大足锶矿绵延 4.2公里，已探明储量达 3807
万吨，占世界总储量的26.7%、国内储量的46.3%，
是亚洲第一特大矿床。

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蝶
锶业”）可年产各类锶盐产品 6万吨，是目前世界
产能最大、品种最全、质量最优的细分行业龙头。

过去，红蝶锶业可能因为生产过程中的不良
环保措施而受到负面评价，但如今，该公司已经
意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并形成了

“绿色生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在技改升级过程中，该公司拿出了
大量的资金和资源，以解决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
的污染物排放和废弃物处理问题。

红蝶锶业先后投入了6000余万元，对自动控
制、环保治理、安全管控等方面进行升级改造，为
企业的可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点燃”了引擎。近
年来，该公司还不断投入资金，引进了信息化管
理系统和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加快技术改造和创
新，推动企业“蝶变”升级。目前，该公司生产能
力达每年 6万吨。同时，该公司还先后通过了
ISO9001质量体系、ISO14001环境体系标准认证、
清洁生产和安全标准化审核，曾受到市级和区级
政府表彰。

当前，大足区正依托得天独厚的锶矿资源优
势，着力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加快推进大足锶盐新
材料产业园建设。红蝶锶业也在积极统筹规划，
为入园扩产做好准备工作，建设年产10万吨的碳
酸锶和锶盐系列产品项目，同时把锶盐产业做大
做强，带动国内外下游企业到大足投资发展，为大
足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过去，人们对雍溪镇的印象是什
么？是南来北往的商贾，还是历史悠
久的古戏台，抑或是连接川渝的交通
要塞……

如今，人们对雍溪镇的印象是
“新”——场镇焕然一新、乡村环境变
靓，特别是新材料产业，更是拔地而
起。重庆鑫卓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鑫卓公司”）便是当地发展新
材料产业的代表企业之一。

走进鑫卓公司占地 55 亩的厂
房，一块烧结墙砖的制作，在自动生
产线上就能完成，对人工的需求，只

需要一两名工人在线操作即可。一
改传统砖瓦生产粉尘大、污染重等弊
端，年产值可达1.6亿元。

烧结墙板是非传统意义的砖厂，
是采用建筑渣土、页岩、煤矸石等材
料作为主要原料，通过破碎、挤出成
型、干燥、使用天然气焙烧等生产工
艺，生产出性能优越、绿色环保、耐火
耐水、轻质保温、高强的装配式烧结
墙板。

鑫卓公司还采用自主知识产权
及国际先进水平的全自动化生产线，
聚焦绿色环保和高效节能建材科技

化、差异化发展战略，为市场提供优
质价廉的新型建材，以满足建筑行业
对装配式烧结墙板的迫切需求。

随着我国节能减排形势的日益
严峻以及住房结构与住房需求的不
断变化，蓝绿交织、山水共融、绿色生
态，成为目前建筑行业的首要定位。
重庆曾被住建部认定为第二批装配
式建筑范例城市。装配式建筑是未
来建筑行业的发展趋势，推进新型建
筑工业化与国家推进建筑产业现代
化和装配式建筑是一脉相承的。而
在雍溪当地生产的装配式烧结条板
的出现，恰恰满足了建筑行业对绿色
建筑材料的需求。

装配式建筑方式建造房屋好处
在于——可以像机器生产一样成批
成套地制造，只需把预制好的建筑部
件运往工地即可。相比较传统的建
筑方式，装配式建筑减少了资源大量
的消耗和浪费，是现代绿色建筑行业
发展壮大的必经之道。墙板设计的
多样性与灵活性、可根据客户定制需
求提供各项方案。

那么在国家大力推动装配式建
筑发展的背景下，怎样才能将设计、
施工和新材料相互融合，推动大足城
乡建设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以新
型建筑工业化带动建筑业全面转型
升级？雍溪镇给出的答案是：通过继
续强化招商引资工作，将闲置下来的
土地、厂房、设备等优质资源充分激
活、转化，借助重庆打造装配式建筑
范例城市的东风，与科研院所合作，
打造独具辨识度的特色产业。

初冬时节，淮远河畔却是一派
“春意盎然”——8000多亩鲜花基地
上，竟有上百种花卉花开正艳……五
彩花卉竞相绽放、生机勃勃，几十名
花农正忙着打理花卉，一派繁荣。

20余年间，雍溪镇将花卉产业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镇政府把花卉产业作为镇里未来发
展的核心产业，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因
地制宜探索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不
仅带动了全镇经济发展，更是让老百
姓走上致富路。

以前村民通过种植花卉增收，后
来大家发现，花卉产业经济价值较
高，可以形成村户们的固定收入。这
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将产业逐渐扩
大，现在家家户户都在种花卉。

“鲜花带来的效益是显著的，没有
务农这么辛苦，一个月能挣一两千元。”
51岁的村民胥安秀，每年的冬季农闲时
节，她都要到花卉基地打零工，修枝剪

叶、运送装车就是她每天的工作。在
她看来，这份工作不仅轻松，还可以与
鲜花为伴，更重要的是收益还不错。

“我们基地种植有上千个花卉品
种，秋冬季我们能够产出 300多个品
种的花卉。”大足区雍溪镇天华百卉
园工作人员李孝介绍说，现在，基地
每年能往西南地区销售 500万盆左
右的鲜花，产值达5000万元以上。

如今，像天华百卉园这样的花卉
基地，雍溪镇已发展到 45余家业主
落户，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2000余
人。花卉产业与全域旅游、古镇改
造、城市管理相融合，在场镇建设、市
容市貌整治中注重凸显花卉元素，引
导和带动群众种花、赏花、养花，增强
花乡品牌效应，为大足区打造出一张

“花乡雍溪”的名片。
花卉产业在雍溪镇发展至今有

近 20年，已是当地的主导产业，8000
亩花卉种植区涵盖雍溪镇 6个村及

1个社区，日用工量 2000人次，年产
值超过3亿元。

“雍溪镇逐步成为西南地区最大
的花卉生产基地，未来三年计划面积
将突破两万亩。”雍溪镇相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对花卉品
种和园区建设的提档升级，打造开发
出深度“农文旅”产业链，将花卉产业
与雍溪里古镇相结合，形成“旅游+花
卉+研学”的新型乡村旅游模式，做到
美了乡村、富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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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为主引擎
红蝶转型升级

“新”为推进器
新材料产业拔地起

“特”为加速器
淮远河畔“花飘香”

“香”为文化底蕴
深巷“酒香”传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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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华百卉园天华百卉园。。

“雍溪里”。

“雍溪里”古镇一角。

雍溪酒厂。

重庆鑫卓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