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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媒体看仰韶之大国工匠篇

聆听一个声音

“有一种文化，曾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源头；
有一个品牌，曾经是一个城市一代人的岁月记忆；
有一瓶酒，陶醉着我，陶醉着这个城市。酒不醉人
人自醉……”这是一段曾刊登在《河南日报》上的
文字。

“端起酒杯，看看色泽；轻轻摇晃，捕捉瞬间的
香气；浅尝一口，让酒体轻轻滑过舌尖……”这是
品酒师给白酒做“体检”时的一系列常规动作。这
些动作在侯建光的办公室里，常被他一次次演示。

在侯建光的办公桌上，人们经常会看到摆放
着的酒和酒具。早年曾在江南大学生物工程院学
习白酒酿造的经历，给予了这位企业家不一样的
特质。

除了时常赴一线生产车间、制曲曲房、技术中
心察看之外，他还经常带队走四川、入贵州，与兄
弟企业的酿酒专家进行交流与沟通，取长补短。
而且，只要是市场上畅销的酒品，他都会安排人买

回来一些，闲暇时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内独自品尝、
思索，分析一下这款酒为什么畅销？它的工艺又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正是这种工匠精神才有的态度，促使了仰韶
酒的品质愈加臻美。

“我这一生，只为做好这一项事业，只为酿一
瓶好酒！”侯建光说得轻描淡写，“当繁华落尽，当
白酒产业从产地识别到板块识别，从品牌识别品
质识别，也许唯有工匠精神才能成为启迪未来的
永恒力量。”无论是作为国家级白酒评委，还是作
为掌握企业命运的董事长，他常静下心来，沉潜内
修匠人之心。

“学工匠，找差距，比贡献。”在仰韶酒业，经常
会有这样的活动。这样的活动，是这企业全面落
实“提升品牌美誉度”，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的具体
举措。

“工匠精神的最佳载体就是产品。”侯建光说，
工匠精神，就是要“敬业、专注、创新”三大素质，并
以敬畏之心在管理中生产出优质产品。“对于一家
白酒企业来说，没有优良的品质，就不会有忠诚的
消费者；没有忠诚的消费者，也就没有健康的发

展；没有健康的发展，也就没有美好的未
来。所以说，优良品质是白酒企业生存和
发展的根本。”

多年来，作为河南的质量标杆企业，
匠心一直是仰韶酒业的灵魂。秉承匠心
品格从事生产和经营，一直是仰韶酒业的
追求。“仰韶酒业能够获得这些成就，靠的
是匠心。匠心，也是构建仰韶酒业质量标
杆的基石。然而，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
千红春满园。”侯建光说，他还是希望豫酒
企业能够携起手来，通力合作，实现优势
互补，共同宣传豫酒，共同抵御外来品牌的

“攻城略地”，共同做强做大豫酒品牌，振兴
豫酒产业，为出彩中原做出积极的贡献！

刘向东

“豫酒的风味、香型
以及喝完后能给人留下
什么印象，都是决定豫
酒复苏的重要原因。也
有人说，豫酒是有文化、
有历史的……”

侯建光，河南仰韶
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站在“豫酒”的高度，构
想着“豫酒”的情结。偶
然吗？不。多年前，他
就在沉思：白酒的香型
四川有浓香，贵州有酱
香……河南有什么？

这 样 的 思 考 偶 然
吗？不。这是一种文化
的考量。

上下五千年的中华
文明，根在河南。仰韶
文化的发掘，把人类文
明再次前移——彩陶，
那凝聚着中华先民智慧
的色彩，也盛装着酒的
魂。几千年过去了，豫
酒——这个本该在中华
大地大放光彩的美味，
却始终不能像中原文化
那样底蕴深厚。

我们错失了什么？
我们为什么就没有一个
能站得住脚的品质？我
们，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

让人记得住的香型？一
个人的构想形成了框架，
一个团队的智慧随之而
来。历史，或许记不住他
们，但仰韶酒业注定有这
样浓重一笔：

侯建光、韩素娜、冯
春红、杨国强，这四个普
通的名字，撑起了一个
科研团队。他们联合江
南大学生物工程院，夜
以继日进行技术攻关；
陶质材料用于白酒生产
工艺技术研究及产品研
制，是他们的课题。

整整九年，经历了
一 次 次 失 败 。 研 发 ，
终 于 在 2013 年 8 月 8
日 ，让 一 个 新 的 白 酒
品 牌 —— 彩 陶 坊 通 过
了 国 家 权 威 白 酒 专 家
组的论证与评定。

诞生的，是中华陶
香型白酒！诞生的，是
中国白酒的第 13 种香
型！诞生的，又何止是
一个香型呢？这是一张
全新的豫酒名片！飘溢
的酒香，伴着彩陶的古
旧，一路东风涤荡，豫酒
无独立自主香型的局面
被彻底打破了！

成就一颗匠心
改革开放 40年中国酒业功勋

人物奖、中国酒业品类建设功勋人
物。沉甸甸的荣誉，落在侯建光身
上，也让他感受到了沉甸甸的分
量。他，还是获得“功勋人物”奖的
一位中国白酒企业掌门人。

有人说，工匠未必能成为企业
家，而大多数成功的企业都应该有
工匠精神。唯有如此，工匠精神才
能在企业中得到尊重，并在企业的
战略中得到体现。

正是这样的言论，让侯建光倍
感重任在肩。“对白酒来说，千年传
承的历史决定了它是一个最能够
凝聚工匠精神，并特别需要塑造工
匠大师的产业。”

工匠是什么？“也许在以前，抡
着大锨铲酒糟久了，就有可能成为
工匠，但现在肯定不行。”侯建光说，
对于一家白酒生产企业来说，文化
是企业的精神，匠心是企业的灵
魂。传承了 7000年的仰韶彩陶文
化要发扬光大。匠心酿酒，就是要
在把仰韶彩陶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的同时，铸就仰韶酒业的企业灵魂。

那么，现在怎么做，才能称得
起“工匠”？在仰韶酒业，拥有一支
不乏硕士、博士的技术团队。这支
团队，是企业的“宠儿”，也是企业
发展的依重——科研，科研，再科
研，不断向消费者提供更有品味与
价值的优质白酒。

“不拘一格、满足消费、控制成
本、自成一格。”侯建光向这个技术
团队明确提出的16字方针，也是仰
韶酒业的最终目标：好看、好闻、好

喝、好受。
品质营销，就是把仰韶品牌文

化与传统工艺融合。“陶泥发酵、陶
甑蒸馏、陶坛老熟、陶瓶盛装”这四
陶工艺，是这个企业的独创，也为
广大消费者带来了陶酱、陶浓、陶
清、陶兼，形成陶融兼香四种风格
的白酒享受。

市场效果怎么样？
“仰韶彩陶坊改变了河南中高

档白酒的市场局面，促进了河南白
酒行业的技术革新，为豫酒振兴和
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也推动了中
国酒类行业的发展，彰显了豫酒新
风格，树立了行业新标杆。”这是河
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的评价。

“到河南，喝陶香。”这不独是
广告语的朗朗上口，也是广大消费
者品评美酒的境界。在一次国际
展销会上，曾经有一位上海客商在
仰韶酒的展位前反复自拍并表示，
仰 韶 彩 陶 是 中 华 史 前 文 明 的 瑰
宝。两年前他到河南出差时，在朋
友的推荐下饮了几杯，口感很好，
记忆深刻，“陶香就是彩陶坊”。

借助工匠精神的品质魅力，从
2012 年到 2017 年，仰韶酒业取得
了连续六年以超30%速度增长的骄
人业绩，稳居豫酒龙头，被中国酒业
协会相关领导誉为“豫酒的名片”和

“豫酒工匠精神的集大成者”。
伴着白酒市场上的陶香四溢，

仰韶酒业在豫酒行业中的龙头地
位得以重塑，陶香型白酒彩陶坊也
以自身的优秀品质，扛起了为豫酒
形象代言的大旗。

传承一种文化

仰韶酒业的工人正在装甑，这是一项体力与技能兼备
的工作。在替代性机器装甑作业尚未普及使用之前，许多
企业仍然使用人力操作。仰韶装甑工以厂为家，从业20年
以上者比比皆是。

华夏5000年，谁为豫酒代言？

7000多年前，黄河之滨的渑池仰韶，

有这样一群先民：他们在陶上绘

画，也用陶器酿酒。一种翻开人

类文明新篇的文化——彩陶文

化由此而生。

白驹过隙，岁月如梭。上世纪

70年代末，仍是在这块古老而神奇

的土地上，有了一家传承仰韶文化

的酒厂。市场经济大潮风起云涌，

2004年，赋予了这个企业新的名称：

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

短短几十年，蓬勃向上、昂扬向

上的生机，展露着这个企业骄人的业

绩和荣耀：目前，仰韶酒业大单品彩

陶坊年销售额破10亿元，成为豫酒

中的“河南省质量标杆”。业绩来自

什么？荣耀来自什么？

陶香匠心构筑仰韶“标杆”的基石

6月9日，仰韶酒业成立品质代言人俱乐部，董事长
侯建光（中）向首批品质代言人颁发会员证书。

沁人心脾的仰韶酒香。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通讯员 时立谦 文 丁友明
图）记者昨日从郑州歌舞剧
院获悉，刚刚落幕的河南省
第八届专业舞蹈大赛“文华
奖”暨第四届河南舞蹈“洛
神奖”评奖活动中，郑州歌
舞剧院有 6个舞蹈作品进入
专 业 组 复 赛 ，最 终 ，《看 戏
去》《匠心》《花挑情》《奋斗
的 幸 福》等 四 个 作 品 在 群
舞、独舞、独双三舞等方面
均获得一等奖，还有《我站
在 长 城 上》获 得 群 舞 二 等
奖 ，三 人 舞《岁 月》获 三 等
奖，共取得了 4 个一等奖、1
个二等奖、1 个三等奖的好
成绩。同时郑州歌舞剧院
还获得了本届大赛的优秀

组织奖，这也是郑州歌舞剧
院参加历届省舞蹈大赛取
得的最佳成绩。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省
文化厅、省文联、省教育厅
联合主办。此次郑州歌舞
剧院的参赛舞蹈作品题材
多样、内涵丰富，中原地域
色彩浓郁，作品在思想性、
艺 术 性 、观 赏 性 等 方 面 均
有 上 乘 佳 作 呈 现 ，再 次 展
示了郑州歌舞剧院舞蹈艺
术创作表演实力。盖峥表
演的独舞《匠心》诠释了民
间 老 艺 人 的 人 生 价 值 、生
命追求和工匠精神。易星
艳、曾鹏飞、赵鹏飞表演的
三人舞《花挑情》源自信阳
固 始 县 的 民 间 舞 蹈 花 挑

子 ，通 过 三 位 舞 蹈 演 员 俏
皮、丰富的肢体语言，表现
了中原新一代劳动人民对
当今幸福美好生活的创造
和 未 来 憧 憬 。 群 舞《看 戏
去》将 戏 曲 豫 剧 元 素 融 入
舞蹈中，诙谐幽默，活泼有
趣 ，将 村 民 看 戏 途 中 发 生
的故事表演得活灵活现，非
常接地气。

在专家现场点评中，中国
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对郑
州歌舞剧院的参赛舞蹈均给
予了高度评价。

本次参赛再次检验了郑
州歌舞剧院的创作表演队伍，
赛出了技艺水平，也为郑州歌
舞剧院今后的艺术创作积累
了经验。

河南省第八届专业舞蹈大赛落幕

郑州歌舞剧院喜获四个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历时9天的全国残疾人游泳
锦标赛日前在天津落下帷幕，河南残疾人游泳队表现出
色，共摘得 19枚金牌、12枚银牌和 5枚铜牌，并打破了
两项全国纪录。

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由中国残联、中国残奥委员
会、中国聋人体育协会主办，是国内最高水平的残疾人
游泳单项比赛。比赛按照运动员的身体情况分为肢残、
盲人、聋人和智力残障 4个大组，每个大组又根据运动
员的残疾程度分为不同的级别。由于今年的锦标赛同
时还是明年全国残运会的资格赛，因此得到了各省市残
联的高度重视，全国共有 28支代表队、共474名运动员
参加比赛。

河南残疾人游泳队此次共派出了28名运动员参与
角逐，包括16名肢残、8名聋人、3名盲人和1名智力残障
运动员。其中除肢残运动员之外，其余运动员全部师从
我省游泳教练郭红岩。本次锦标赛上，郭教练麾下的队
员为河南队摘得了15枚金牌、7枚银牌和3枚铜牌，战绩
骄人。其中队员马智良、王柯钧还在各自项目上打破了
全国纪录，而曾在全国残运会上两破全国纪录的女子盲
人运动员孙天宇这次共获得了5枚金牌，成为“多金王”。

“残疾人运动员要比普通人的付出更多，要有异于
常人的吃苦精神。这些孩子平时特别刻苦，能够不折不
扣地执行训练计划，在比赛中也非常拼，真的是玩儿命一
样去比赛。我带队参加过那么多比赛，这一次看着他们，
也非常感动。我想这也是我对明年残运会的信心所在。
有了良好的后勤保障条件，有了教练和队员的密切配合，
相信我们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郭红岩说。

来自河南省体育场业余体校的郭红岩，在基层游泳
教学领域工作近40年，身为宁泽涛的启蒙教练，她也因
为弟子的爆红而广为人知。事实上，郭红岩还是河南残
疾人游泳队的教练，已经在残疾人游泳事业中默默耕耘
了30年，培养出多位全国冠军。目前带领的这些队员，
都是她从盲聋哑学校挑选并一手培养出来的。

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

河南队狂揽19金

本报讯（记者 陈凯）经过两天激烈角逐，“体彩杯”
2018年郑州市青少年网球排名赛总决赛近日在郑州市
网球协会收拍落幕，各组别名次各有归属。随着本次
总决赛收拍，今年该项赛事也圆满收官。

郑州市青少年网球排名赛由市体育局、市网球协
会主办，设有男、女青年A、B组，甲、乙、丙、丁组以及短
网共计 7个组别，比赛项目全部为单打，经过分组循环
和同名次淘汰两个阶段的比拼，最终决出各组别的名
次。本次总决赛共有来自我市以及周边地区的百余名
网球小将参赛，充分显示了该项赛事的影响力。

郑州市青少年网球排名赛，是我市网球界的一项传
统赛事，每年举行一次，旨在为我市广大青少年网球爱好
者搭建一个以球会友、切磋交流的平台，同时展示我市青
少年网球训练的成果，从中发现一些网球后备人才，并借
助比赛的举办积极推动我市校园网球的开展。

郑州市青少年
网球排名赛收拍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国家艺
术基金 2018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
目——由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传承中
心创排的大型现代曲剧《信仰》近日在
香玉大舞台正式首演，为党的97岁生日
献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信仰》总导演由中国戏曲导演学
会名誉会长黄在敏担任，国家一级编剧、
原郑州市艺术创作研究院院长王明山任
编剧，国家一级导演李杰执导，国家一级
作曲家耿玉卿担任作曲，国家一级演员
方素珍、刘艳丽、杨帅学等联袂主演。

曲剧《信仰》根据话剧《共产党宣言》
改编，故事发生在上世纪 20年代，讲述
了女共产党员林雨洁在《共产党宣言》的
思想引导下，为追求理想、救国救民而不
畏牺牲，在生与死、荣与耻、名与利的考
验中，用自己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与英
雄气概，诠释了一部“现实版”的《共产党
宣言》……该剧人物形象丰满，故事催人
泪下，首演现场，观众数度被林雨洁舍生
忘死的无畏精神所打动，特别是林雨洁
与儿子之间关于情与理、生与死、革命与

反革命的对话，更是令人感动落泪。
演出次日的研讨会上，戏曲评论家姜

志涛、中国戏曲学院博士生导师谢柏樑等
从北京远道而来的专家和刘景亮、吴亚
明、谭静波、李红艳、黄海碧等我省的文艺
评论家充分肯定了《信仰》的题材价值和
首演的艺术呈现效果，认为其具备较高的

艺术质量和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同
时，专家们还就如何将该剧更好的戏曲
化、本土化及个别细节提供了修改建议。

省曲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常松
说，他们将认真听取专家和观众的意见，
不断加工打磨提高，力争将《信仰》打造成
为一部传得开、唱得响、留得住的曲剧力作。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3日晚，曾创作《喧嚣与
寂寞》《梁启超传》《君主立宪之殇》等多种专著的作
家、近代史研究者解玺璋，带着自己的最新作品《张
恨水传》来到松社书店，围绕新书创作的求索历程和
传记文学的写作手法，为绿城读者带来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文学解读。

作为解玺璋自《梁启超传》之后的又一心血力
作，《张恨水传》全方位再现了张恨水的一生。解玺
璋以史家眼光，从家庭给予张恨水的影响、少年读书
求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上北京、最初的办报生
涯，到《春明外史》轰动京城、以写作为生、承担养家
责任、成为北方最有影响的小说家，再到抗战爆发后
的种种经历，一直写到其 1949 年以后的生活和写
作，同时写出张恨水的情感历程以及他在新旧文化
的夹缝中、新旧时代的更迭中权衡折冲的心路历程，
为读者展现了张恨水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谈及传记写作，解玺璋直言，国内的传记之所以
看者寥寥，是因为大部分作品中道听途说的事情太
多。在他看来，传记在创作的过程中不能相信任何
作者，想写好传记，首先要做一个怀疑派，凡是作者
的引文，都要一一查找原文，特别是网上的东西，不
能随便相信，一定要把细节弄清楚，坚决不能虚构。
在解玺璋看来，传记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文章的剪
裁和结构，而不是叙述手法，写传记应少用形容词、
少用“我想”等充满主观臆测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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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剧《信仰》首演情动绿城
作家解玺璋来郑
分享传记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