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3月19日    星期四

4版
责任编辑：祝嘉  美编：朱振涛  校对：谢莉

本市新闻

3 月 16 日，从武汉江夏方舱医院

传来喜讯，我市首批援助武汉中医医

疗队的市中医医院 10 名医务工作者，

荣获江夏方舱医院第三批先进个人。

2月 21 日，市中医医院脾胃肝病

一科.内分泌糖尿病专科主治医师张

贞鲁、急诊科副主任医师代强、呼吸内

一科主治医师周涛、脑病二科主治医

师赵岩、脾胃肝病一科. 内分泌糖尿

病专科主管护师支扬、脾胃肝病二科

主管护师沈杨、骨伤二科护师张怡、脑

病一科主管护师权瑞、针灸科. 风湿

病专科护师黄蕊、控感科干事任广卓

10名医务工作者组成的我市首批援助

武汉中医医疗队（见右图），于 2 月 24

日进入武汉江夏大花山方舱医院开展

医疗救治工作。

江夏方舱医院是武汉首个以中医

医院运转模式进行临床治疗和管理的

方舱医院。队员们充分发挥中医药优

势，采取中西医结合、中医为主的方法，

运用中药内服、中医外治的诊疗方式，

在一体化治疗基础上，进行个体化诊

疗，并加入穴位贴敷等特色诊疗方法，

积极为患者治疗，为抗疫工作贡献了中

医力量。方舱医院里的护理工作细小而

繁琐，每天除了各项治疗护理工作，他

们还负责登记、发放生活物资，清洁、消

杀病房，带领患者做穴位拍打操、呼吸

操等。

中共江夏方舱医院临时委员会和

江夏方舱医院通报的第三批先进个人

表彰名单中，我市10名队员均在其中，

医疗队临时党小组组长代强激动不已，

他说：“这是对我们这支队伍的肯定，

更是一种鼓励，大家都很高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我进入方

舱医院工作后的最大感受，让人感觉很

温暖。能在此尽绵薄之力，是我们医护

人员的职责和使命，荣誉对我们更是一

种鞭策，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更加努力。”

队员黄蕊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孙晓梅 王蕊）

即日起至 10 月 31 日——

千阳岭隧道施工
过往车辆需绕行

本报讯 3 月 18 日，笔者从宝鸡公路管理

局了解到，省道 212 千阳岭隧道因进行病害整

治及机电施工，即日起至 10 月 31 日将实行交

通管制，过往车辆需绕行。

千阳岭隧道总长 845 米，1997 年开始

修建，隧道建成后，缩短了市区到千阳、陇县

的路程，方便了人们出行。据了解，此次施工

采取封闭式办法，将对隧道中路面渗水、开

裂等病害问题进行整治；与此同时，还将更

换隧道内的照明系统，并在隧道内设置高清

摄像头。

宝鸡公路管理局工作人员告诉笔者，交

通管制期间，全部车辆禁止通行，过往车辆请

绕行。                    （罗琴 李晓菲）

我市首批援助武汉中医医疗队——

10名队员均获先进个人称号

战“疫”中你最美

村民正在编织酒海底子，身后是几个已编成的酒海。

为了更好地储存和运输西
凤酒，先民们经多次实验，用荆
条做成了特殊储酒容器。该容
器体积庞大，盛酒可达数万斤，
被称之为酒海。一般而言，酒海
直径 2 米至 2.5 米左右，高约 3
米，一般可储存 5 吨到 8 吨酒。
其原料选择、制作工艺即使放
在今天，仍然繁琐、复杂。

精湛的制荆、编荆、裱糊和
封蜡技巧代代相传，从原荆收
割到制成酒海，至少需要经过
100 多道工序，300 多个时日。
曾经有人对酒海做过储水试
验，没承想水很快便渗出酒海，
而储酒却滴酒不漏。科学研究
发现，酒海内层当盛满酒时就
会形成一层凝胶膜，这种生物
膜具有防漏、除杂和醇化的独
特功能，一方面保证酒不会渗
漏出来，同时又保障了酒与外
界进行呼吸作用，吐故纳新，排
杂集醇。

西凤酒海最神奇之处在于
“会呼吸”。酒海中储藏的酒通过
“呼吸”，完成了除杂的过程，酒
中各种酸、酯、醇等香味物质逐
渐达到平衡，乙醇和水分子紧
密结合，并溶入一些对人体十
分有益的长链脂肪酸，使酒的
口感更加绵甜爽口、回味悠长，
这也是凤香型白酒区别于其他
香型白酒的重要条件之一。酒
海是历代西凤酒储存和运输的
最佳容器，据了解，西凤酒海从
宋朝使用到现在，是现存最古
老、保存最完好、容量最大的储
酒容器。

新闻链接

村民检查酒海底子平整度

村民在酒海内部进行裱糊

村民围成一圈为酒海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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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7日，在春日的暖阳下，凤

翔县柳林镇亭子头酒海加工专业合

作社门前，十余位村民正在手工编

织近 3米高的酒海。他们一个个技

艺精湛、动作娴熟，忙得不亦乐乎。

亭子头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拴明

介绍，酒海是不可或缺的酿酒容器，

他们村曾有编织酒海的传统，直到上

世纪90年代初，随着钢制酒海的普

及，手工编织的酒海逐渐退出了历史

舞台。如今，人们对酒的品质有了更

高追求，相比钢制酒海，手工编织的

酒海更透气，于是，酒海编织手艺又

有了用武之地。“最近，我们的酒海加

工专业合作社正式开工，标志着这项

传统技艺时隔近30年重现‘江湖’。”

酒海体量巨大  制作工序复杂
当天，笔者来到凤翔县柳林镇

亭子头村，老远就看到几个巨型“箩

筐”矗立在路边。

亭子头酒海加工专业合作社理

事王虎田说，这就是手工编织的酒

海，高约 2.9 米，直径约 2.2 米，可

储酒近8吨。

笔者看到，村民们正忙着编织

酒海，5个人站在近两米高的架子

上，围成一圈编织酒海的口部，2个

人站在酒海内部打磨、裱糊、刷黏合

剂；旁边还有2个人，有条不紊地编

织酒海底子。

王虎田介绍，编织酒海首先要

采购荆条，每根直径1.5厘米左右，

然后将荆条破成三条，这就是编织的

原材料。酒海要从底子编起，就像砌

墙一样，基本一天就可以编好一个。

编好后还要进行裱糊，裱糊用

的是麻纸，三张纸为一层，刷上用猪

血、生石灰和鸡蛋清调配的黏合剂，

贴在酒海的内壁。酒海都要裱糊50

层，一层干透之后才能裱糊下一层，

因此酒海的制作周期在两个月左右。

追求更高品质  重拾传统技艺
亭子头村距离西凤酒厂很近，

村民们编织酒海的技艺是从祖辈一

代代传下来的。

王虎田说，他爷爷就会编织酒

海，后来传给他父亲，他又跟着父亲

学，18岁起就从事这一行当。上世

纪80年代，村上有三四户人家都以

编织酒海营生，现在合作社的工人大

都是以前的手艺人，他们中年龄最大

的76岁，最小的也近50岁了。

为什么要重拾这门技艺？王

拴明介绍，上世纪 90年代以前，村

里人编织的酒海很有市场，1987

年，村上就曾给西凤酒厂做了 70个

大酒海，说到这里，他拿出当年的

订单，笔者看到，票据上的总价为

66500元。后来，各酒厂陆续用钢罐、

不锈钢罐等做酒海，手工编织的酒

海逐渐被淘汰，上世纪90年代以后，

村里人就再没做过大型酒海了。

但现在，人们对酒的品质有了

更高追求，钢罐、不锈钢罐酒海不

透气，对产品的质量有影响，因此，

有酒厂联系村上定做一批手工编

织的酒海。“这一批，我们先做 10

个 8 吨的，每个价格约 1.5 万元。”

王虎田说。

发展特色产业  带动群众增收
正在编织酒海底子的村民王西

田今年 76岁，他告诉笔者，他们家

族的人都会编织酒海，以前凤翔虢

王、彪角一带也有人做这门生意，现

在不少老手艺人都不在了。这些年，

虽然本地没有需求，但他一直没闲

着，跟侄子走南闯北，去甘肃、宁夏、

广东等地编织酒海，如今，考虑到年

龄大了，就在村里合作社干。

虽然身为村干部，但王拴明也

会编织酒海，在现场当起了技术指

导。王拴明说，他父亲就是编织酒海

的手艺人，他耳濡目染也学会了这门

技术。如今，老手艺焕发新生机，让村

上30多个有这门手艺的人，一下子

感到有了用武之地，村上也希望发展

这项产业帮助群众提高收入。

“如果不是疫情影响，我们早

就开工了。”王虎田说，为了保护这

门手艺，他们申请了国家专利，现

在合作社有 20 多人，可以年产 5

吨以上酒海 200 个，目前大家都在

加班加点完成订单。

杨曙斌 谢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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