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粱熟，红满天。沁阳市山王庄镇
马庄村周边，一望无际的红高粱在远山
的映衬下，红绿蓝色彩斑斓，构成了一幅
喜庆的秋景图。

连日来，一串串“涨红了脸”的红高
粱，颗粒均匀饱满，在微风中弯腰点
头，似乎在向人们讲述着自己的“酒故
事”：由晶品农庄合作社种植的红高
粱，早已“许配”给了河南老怀山药酒
有限公司——专门用于酿酒。

作为家乡大品牌畅销酒的原材料，
这些“待字闺中”的红高粱成功“牵手”怀
山药酒，以订单种植的生产方式，实现了
农业＋企业的“珠联璧合”。

“今年我们与河南老怀山药酒有限
公司合作，引进山药清香型白酒专用高
粱品种进行种植，目前长势喜人。以这
种定向种植与企业结对的方式，我们专
业合作社大力发展订单种植，努力提高
农业效益，增加农民群众的种植收入。”
晶品农庄合作社负责人郜姚姚说。

据了解，河南老怀山药酒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四大怀药酒类研究、开发和销
售于一体的公司，主要产品为“野王怀”
及“怀川玉液”系列山药白酒和黄酒，是
国内首家用山药发酵酿酒的企业。

2012年至今，该公司一直是省级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
力量和相关的质量体系认证。公司经过
十几年的努力，逐渐形成了完善的销售渠
道和团队。多年来，河南老怀山药酒有限
公司酒业以兴农富民为企业使命，通过区
域化布局、产业化经营、标准化管理、专业
化发展、市场化运作，初步构建起地方特
色农业加工制造和服务体系，带动企业快

速发展，服务基地农民增收。
“红高粱是咱们山药清香型白酒中

的重要原料之一。公司之所以在本地
种植红高粱，一是为了保证原料的供应
和品质，二是作为河南省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企
业+基地的模式，发展农业订单种植，推
动当地特色农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河南老怀山药酒有限公司总经理邢艳艳
说。 王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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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酒文化

■老丁论酒

酒是世界上最神奇、最富有文
化的饮料。酒作为一种饮食文化，
早已融入中华民族文明；酒作为人
民生活的必需品，早已汇入社会生
活的血液中。

焦作酿酒业源远流长，酒文化
博大精深。黄帝时，焦作一带为

“宁”的封地，因此也被称为“宁
邑”。这里多翠竹、陶土、灵泉，黄帝
陶正宁封子居此，蹈火制成酿酒神
器——覃，故焦作又称覃怀。

由于先天的地域和气候特征，
这里制陶成风，出现了许多作坊，如
焦家作坊、马家作坊等。有人曾说：
山阳(焦作)酒器，不让汝瓷之贵、定
瓷之细，当阳古窑盛名不虚也。

《东观汉记·樊鲦传》：“野王献
甘醪膏饧，每作大发，吏以为饶利。”
野王，古邑名，即今河南沁阳。甘
醪：美酒，醇酒，说的就是我们焦作
的黄酒。汉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
年），诏令河内等地“修理旧渠，通利
水道，以溉公私田畴”。河内当地农
业经济获得可喜进展，水稻品质天
下第一，称青稻，何晏盛赞“河内好
稻”。

焦作地区产出的美酒十分优
良，每年都要进献于朝廷皇帝。魏
晋时，天下多变故，名士常借酒避
世，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
王戎、刘伶七人，崇老庄，轻礼法，
避尘俗，志趣相近，互相友善，常聚
集于焦作的竹林之下，肆意酣饮畅
谈，借酒来表示自己洁身自好、不
入浊流的清高，故世人称他们为

“竹林七贤”。“竹林七贤”喝的酒，
就是黄酒。

怀帮酒的酿造技艺为沁阳市县
后街丁家所创，源于魏晋，成于两
宋，兴于明清。怀帮酒原为丁家制
药配伍所用，明代中叶，怀川大地
商品经济发达，人们的饮食习惯、
生活时尚发生了巨变。为顺应时
代潮流，满足大众需求，丁家在药
用黄酒的基础上改良工艺，调整配
方，扩大生产，为产品取名为“怀帮
黄酒”。

目前怀帮黄酒的传承人是丁向
峰，也是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

本报讯（通讯员邢艳艳）9月12日10时
30分，河南老怀山药酒有限公司二楼会议
室团建活动现场非常热闹，伴随着激情四
射的音乐，由该公司员工表演的舞蹈《拖拉
机》拉开9月份“爱与感恩”主题启动大会的
帷幕。

启动会上，该公司员工一起诵读羊皮
卷中的经典章节《我要用全身心的爱来迎
接今天》，经典中满满的正能量涌动在全体
员工的心田，使大家的灵魂得到升华。

随后，各式各样的表彰奖励，把团建
活动的气氛一次又一次地推向高潮。通
过积分奖、优秀员工奖、全员销售奖等表
彰形式，员工们不但看到了自己身边的榜
样，还通过榜样的力量获得了日日精进的
动能。

在新员工入职仪式上，老员工们张开
双臂迎接新队友，那满满的正能量和仪式
感，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拥抱和
击掌，将员工最大的善意和工作动力，传递
给了每一位新加入团队的小伙伴们。

团建活动的欢声笑语，榜样的无形力
量，把员工们的心凝聚在了一起，带给大家
满满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图① 公司团建活动，振奋员工精神。
图② 分享营销经验，开展务实团建。
图③ 员工表演开场舞蹈《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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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

□丁向峰

红高粱的“酒故事”

上图 河南老
怀山药酒有限公司
总经理丁向峰（左）
与员工一起察看红
高粱长势。

左图 丁向峰
一行在晶品农庄合
作社负责人的带领
下察看基地生产情
况。

王 伟 摄

硕果累累季节 文化收获满满
河南老怀山药酒有限公司“爱与感恩”团建活动生动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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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首届国际太极拳

年会举办30周年

观澜》系列报道研

讨会侧记

本报记者 赵改玲

那一年，风起云
涌，那一天，风云际会。”9月
14日19时许，焦作日报社党
员活动室灯火通明，《中国·温
县首届国际太极拳年会举办
30周年观澜》系列报道研讨
会还在热烈交流中。编辑、记
者激情洋溢谈感受，作者款款
深情讲创作，总编辑激情满怀
提希望，焦作日报社青年学习
小组学员们听得认真专注。

9月5日起，《焦作日报》头
版头条“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
时代”栏目重磅推出本报记者
吕正军与通讯员合写的《中
国·温县首届国际太极拳年会
举办30周年观澜》系列报道
（以 下 简 称“ 观 澜 三 部
曲”）——《从小村风光到世界
风潮》《从小农意识到国际视
野》《从一枝独秀到春色满
园》。这个系列报道打开了无
数人心底尘封的记忆，在业界
和社会上引起高度关注，人民
日报资深驻外记者与知名国
际问题专家席来旺看到文章
后给予高度评价，并撰写重磅
文章。

“

读后感读后感
气势贯长虹 文思大潮涌

《焦作日报》一版编辑拜利萍：“观澜
三部曲”，我至少看了三遍。四个字可以
形容：波澜壮阔。开篇就有气势，史诗般
的壮丽，如奔涌而来的大潮，瞬间被吸
引、被打动。

有关太极拳文化的高度、深度、广
度，历史意义、现实价值、未来体系，从来
没有像这组报道讲得如此清晰、透彻。

“太极拳”三个字，终于在脑海里不再是
似懂非懂的碎片化“文化符号”，“观澜三
部曲”讲透了它的“前世今生”、发展脉
络，铺设了它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未来。
那种“明明很近却又好像很远”的模糊
感，一下子就具象就通透了。

能以新闻人的独到眼光和视角写出
新高度，写出价值感和认同感，这组报道
堪称新闻通讯的范本。让人强烈感受到

“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即视感，文化自信
满满。文章题材宏大，视野开阔，但语言
平实，正如一位新闻大家所说“平实的文
字最有力量”，也因此赢得了读者强烈的
共鸣。

《焦作日报》一版编辑聂楠：“观澜三
部曲”是今年年初以来本报刊发文章中
精品中的精品，我有幸编发了第一篇，也
见证了作者以工匠之心打磨升华文章的
过程。

现在大家点赞的是见报后的文章，
而文章的原标题是《从8000万到 3亿
——回眸中国·温县首届太极拳年会举
办30周年（上）》。从8000万到3亿，两
个数字间的对比，见证了太极拳如何从
小村庄走向了大世界，简约大气，韵味丰
富，而回眸一词也精准地体现了文章的
主旨。俗话说“题好一半文”，如何让标
题更加鲜活清亮，起到神来之笔的奇效，
一整晚作者都在苦思冥想，先是将主题
由“从8000万到3亿”修改为“从小村风
光到世界风潮”，随后将“回眸”修改为

“观澜”，升华后的标题不但更加大气磅
礴，而且与后两篇文章作到了风格统一、
无缝衔接。正因为有了“从小村风光到
世界风潮”，“从小农意识到国际视野”

“从一枝独秀到春色满园”才应运而生，
水到渠成，这种系统布局的整体观，值得
我们学习。

县区新闻采访部记者张蕊：这三篇
文章掌握素材广泛，时间跨度30年，相
信即使采访对象也难有太多很全面的记
忆，作者应该是长年观察、多方关注，积
累了大量的素材。只有对素材的长年积
累，对事件的熟悉，对有关人物的了解，
对省、市、县持续推动的时间节点的掌
握，才能做得了这次采访，才能驾驭得了
这么重大的题材。这篇文章饱含充沛、

深厚的感情而作，可谓念念不忘、必有回
响。这三篇文章体现了高超的策划能
力，每篇故事一个主题，循序渐进，布局
和构思既大气又巧妙。

文章眼光格局之高、奇思妙想之多、
对太极拳感情之深、掌握素材之丰、语言
功底之厚……都值得我们反复研读、悉
心体会，从而学以致用、逐渐成长。

县区新闻采访部记者王颖：“观澜三
部曲”报道站得高、想得透、看得准，有高
度有深度，让我仰望。这三篇文章，每一
篇的字数在2300字左右，不算长，但是
气势磅礴，读后让人心潮澎湃，能从字里
行间感受到文字的魅力和力量。文章通
篇没有小标题，层层递进，思路条理清
晰，内涵丰富，格局和视野开阔，尤其是
使用短句、短段，巧妙使用排比，以散文
化的手法把新闻报道呈现给读者，让我
敬佩、惊叹。

写作谈写作谈
胸中荡层云 笔下有雷声

在同事们的热烈掌声中，吕正军深
情讲述了他创作背后的故事，他以《使命·
把握·感悟》为题，延伸开来就是三段情讲
使命，三步走讲把握，三道门讲感悟。

他向同事们分享了他对温县的感
情、对太极拳的感情，对从业30年的感
情。

作为生活在黄河岸边、青峰岭上、祥
云飘处的温县人，30年前，吕正军有幸
见证、报道了那一场盛会；2017年9月，
第九届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到
来之际，吕正军又以深情奉献的《从陈家
沟到到全世界》，获得河南省新闻奖通讯
一等奖。

正是不忘初心、勇毅前行，在写“观
澜三部曲”时，吕正军才会把自己对家乡
爱得深沉的感情全部融进去。

三步走讲把握，吕正军是指写任何
文章，都要注重站位立意、谋篇布局、遣
词造句。

“观澜三部曲”的背景是站在市十二
次党代会和国际太极拳年会、“山水富
城·文武福地”这个角度去做文章，讲清
楚太极拳三十年风风雨雨、曲折演变的
过程。

做文章要讲究谋篇布局，三篇稿子
层次递进、互相呼应，浓妆淡抹总相宜。

遣词造句是功力，是日积月累、厚积
薄发的体现。

都说太极拳是“哲拳”。吕正军说，
在陈家沟有三道门，上面分别写着：招
熟、懂劲、神明，这也是写文章、做人的三
重境界。

第一道门：招熟。吕正军说，无论消
息、通讯、评论，招熟是最基本要求，记者
要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应对手头的工

作，要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我们要把深
厚的功力，化为一招一式，用来征服影响
我们的受众，提高《焦作日报》的影响力。

第二道门：懂劲。吕正军说，写文章
中的懂劲就是要详略得当，该详则详，该
略则略，用事实说话，讲打动人心的故
事。

第三道门：神明。吕正军说，这层境
界每个人都无限接近又难以企及，他建
议记者、编辑去陈家沟看一看，去三道门
看一看，看看自己是站在哪个位置上。

吕正军说，达到这三重境界，就是要
用真功夫、苦功夫、硬功夫、笨功夫，不要
企图走捷径，要吃苦耐劳、学以致用、知
行合一。

吕正军最后以一句话结束自己的分
享，那就是：脚踏实地端饭碗，仰望星空
树名声。

总编辑点评总编辑点评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焦作日报社党委副书记、总编辑王
静锋在总结发言时指出，“观澜三部曲”
一是政治站位高。文章立意高远，既有
高度，又有深度，有力度、有温度，还有角
度，符合上级精神，契合时代背景，凝聚
太极拳发展的结晶，是不可多得的好文
章。二是新闻敏感性强。作者时刻保持
对社会生活敏锐的观察力、洞察力，他发
现线索、判断价值、把握导向，最终策划
推出系列报道。三是文章视野宏大、内
容丰富、结构严谨、文笔流畅，体现了党
报人极高的新闻素养。四是版面设计编
排大气，有力凸显了新闻价值。

王静锋强调，召开专题研讨会，就是
为了让大家碰撞思想、激活思路、学习提
高。我多次强调，要抓队伍、建机制、求
极致、树品牌，重视青年人才培养，想方
设法让每位员工都能找到感觉、各得其
所，为大家创造最优环境。通过成立重
点报道组、设立社长总编奖，引领新闻质
量向上发展；通过出台差错处罚机制，守
住新闻质量底线；通过召开青年读书分
享会，召开采编质量、专刊质量、美编等
座谈会，树立机制、解决难题、发现人才，
着力做到“不拘一格用人才”，形成“名师
闪耀、新人辈出”的生动局面。

王静锋要求，报社新闻采编人员要
用作品说话、用精品立身，做到坚定、清
醒、有作为，要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中找思路、找启迪、找答案，培养
善作善为的能力和正确的思维方式，真
正做到“有几把刷子”，会“十八般兵器”，
拿得起、放得下，做到攻无不克、无坚不
摧，成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一专
多能型”融媒通才。

上图 研讨会现场。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