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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映湖路龙源世家商业
街南口，映湖里餐厅人来人往。该餐
厅经理史文利像往常一样，拿出怀川
玉液招待新老顾客。

“怀川玉液是我们餐厅的主打
酒，这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是因为
顾客都说怀川玉液好！”史文利说，他
们餐厅于去年引入怀川玉液酒以来，
逐渐在消费者中建立起良好的口碑，
销量逐月递增。

——顾客说好！一开始，许多顾
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要一瓶本地口
粮酒喝一喝。渐渐地，许多顾客进店
后点名要怀川玉液，为此，映湖里餐
厅经常断货。今年，该餐厅与怀川玉
液酒的经销商进行深度合作，保障充
足供应。“我认为怀川玉液能迅速被
消费者认可，首先是品质好，许多顾
客反映该酒品质高，口味好，不上头，
是纯粮酒中的佳品。其次，是因为该
酒的定位准。怀川玉液定位百姓口粮
酒，以高性价比著称，这与我们大众
餐厅的定位是一致的，美酒配美食，
好喝还不贵，自然能受到消费者的欢
迎。”史文利说。

——游客说好！映湖里餐厅的
马路对面，就是焦作市长途汽车
站。史文利说，怀川玉液作为焦作
特产酒，越来越受到游客欢迎。许
多来焦作的外地游客、外出走亲访
友的焦作人，在她店里购买怀川玉
液。“四大怀药是焦作的特产，名气
很大。以山药、纯粮酿造的怀川玉
液，成为旅游市场的新宠，我觉得并
不奇怪。焦作的山药最地道，以焦
作山药为原料酿的酒，在人们越来
越重视健康的今天，具有市场竞争
力。”史文利说。

——朋友说好！逢年过节，史文利
将怀川玉液作为礼品赠送给亲朋好
友。她没想到，许多朋友喝了这酒之后
纷纷叫好，称赞她是董酒的人，主动问
她在哪里购买。“亲朋好友自己喝，不
求虚头巴脑的包装，求的就是品质高，
喝着舒服。怀川玉液就是这样的酒，非
常靠谱！”史文利说。

其实，映湖里餐厅只是一个例
子。如今，在焦作市区，怀川玉液正
在走进千千万万个餐厅、酒店。

3 月 9 日，怀川玉液酒生产厂
家——河南老怀山药酒有限公司（简
称老怀酒业）有关负责人介绍，怀川

玉液酒自去年上市以来，面对疫情等
不利环境，逆流而上，在多个销售平
台取得了业绩高增长、营销强势能、
流量加速裂变的好成绩。

究其原因，该负责人认为，以“怀
川”的名义，用心打造怀川人的口粮
酒——怀川玉液，是坚持“实实在在
做人，认认真真酿酒”的企业发展理
念，在传承非遗酿造工艺技术上不断
进行科技创新，成功申报山药清香型
白酒执行标准，推出的山药清香型白
酒代表作。使山药清香型白酒逐步
走进百姓生活，并载入河南酒业发展
的史册。

2023年，老怀酒业怀川玉液系
列三款新品即将上市。以山药、纯粮
酿造和极简环保理念为内核的山药
清香型白酒怀川玉液开创了国内白
酒的新品类，将成为焦作地产酒发展
的重要引领，持续推动焦作高品质地
产酒的未来发展。

图① 史文利在为顾客讲解怀
川玉液的独特风味与口感。

图② 史文利在向记者展示酒柜
里焦作地产白酒怀川玉液的亲民价格。

本报记者 李晓军 摄

酒是液体的具象诗,诗是情酿的
抽象酒。当诗遇上酒，自然界的百花
秋月、雨露风雪，都将为诗增色；当酒
遇上诗，书卷里的添酒回灯、宴罢醉
欢，都在为酒增香。中国的诗酒文化
是千年传承下来的专属国人的浪漫情
怀。如果说“李白斗酒诗百篇”“自称
臣是酒中仙”，是让中国文人墨客把诗
酒文化推上了巅峰的话。那么，“文化
山阳文脉厚”“有酒赋诗诗亦醉”，焦作
李某的这两句诗，则是对灿烂山阳诗
酒文化的绝妙肯定。焦作别称山阳，
诸多传说和史料可以印证山阳是我国
酒的发源地之一；而竹林七贤、韩愈等

诸多文学大咖在山阳纵览胜景畅饮美
酒，既留下了不少与酒相关的典故，又
写下了海量酒诗。

一、古称覃怀，酒史悠久：山阳是
酒源地之一

焦作别称山阳，而山阳古称覃怀。
覃字被诸多名人专家认为是象形字，
罗振玉认为覃像酒盈樽。郭沫若则更
具体详细解释覃是酒壶之意，西是酒
壶的盖，曰是酒壶的大肚，十是酒壶底
部插入地中便于存放的尖状。《中国历
代明君》一书《商汤》篇中说：“当时中
国的中心地区，即今天的豫北晋南一
带，是夏王朝直接控制的区域，这里依

山傍水、形势险要，河洛之间地势平
坦、物产丰饶。夏人较早地完成了由部
落向国家的转化过程，依靠武力控制
着周围被征服的部落。这些部落向夏
王朝称臣、纳贡。汤所在的部落也是如
此。”和焦作恩村及最早村名鲧镇的传
说以及专家考证4000多年前鲧禹治
水最困难的是覃怀地区，再依据《战国
策》的《魏策》中记载：“昔者帝女令仪
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
疏仪狄，绝旨酒。”仪狄是大禹臣子，他
们应该是长期居住在山阳。

如今，成年人的聚餐肯定少不了酒
水。无论是朋友聚餐，还是商务应酬，酒都
是餐桌上烘托气氛的佳品。但是，大家发
现没有，在如今的酒圈中有一个很有趣的
分层趋势，那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
多人开始钟爱喝白酒，而不再像年轻时那
样，各种啤酒、果酒、洋酒都要来点。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现象？
对此，一些懂酒的行家揭露了其原因，赶紧
跟着老丁一起来看一看吧！

第一：白酒适合浅斟慢饮。年轻人都
喜欢热闹，喝酒喝的是那种豪迈的氛围感，
仿佛自己化身为《水浒传》里面的英雄好
汉，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一场酒局下来，地
面上堆满了啤酒瓶，甚至连个下脚的地方
都没有。而到了中年之后，人生经历逐渐
丰富，早已没了年轻时的莽撞劲儿，不管是
性格还是心态都变得沉稳平和，更适合小
酌慢饮的白酒，就好像人生一样，可以尝尽
生活的酸甜苦辣，这样的体验感是啤酒所
不能给予的。

第二：白酒看起来更有档次。人在到
了中年之后，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也更加
倾向于选择一些能够显示品位的东西，也
有经济能力为好酒埋单。白酒的价格档次
分明，上到几千元高端酒，下到几十元低端
酒，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而啤酒的价格
便宜，一般来说，包装都相对简单。白酒的
包装精美，光是看起来就非常有档次。更
适合一些正规的商务宴请、婚丧嫁娶等各
种场合，而啤酒远不能满足这些仪式感比
较重的场合。

第三：啤酒喝完胀肚子。细心观察身
边的中年朋友，大多数是挺着“啤酒肚”。
这是因为啤酒在倒酒的过程中，会产生大
量二氧化碳。啤酒下肚之后就会像碳酸饮
料，喝多了就会肚子发胀。到最后酒没喝
过瘾，饭也没吃上几口。白酒则不会出现
这种情况。因为白酒的度数较高，一般人
一顿喝上几杯就很惬意。

由此可见，一瓶好的白酒对于中年人
的酒局来说有多么重要，选对了能够锦上
添花，选错了就成了“绊脚石”。因此，大家
在挑选酒品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就拿如今
市面上很受欢迎的酒水来说，怀川玉液纯
粮酿造，我每次请客喝酒都会带上它，不仅
不失礼，还会撑面子。很多喝过它的酒友
都说，这款酒醇厚老熟，倒入杯中，溅起的
酒花挂杯持久，宛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
珠，入口之后细腻绵软，而且山药清香味儿
醇正浓郁。啤酒和白酒都有各自不同的特
点，无论喝哪种酒，大家都要记得“莫贪
杯”。小酌一下愉悦心情即可，这样才会尽
情享受酒水的快乐。我是老丁，和你一起
论酒。

什么白酒
可以成为餐桌主流

□丁向峰

映湖里餐厅史文利

顾客都说怀川玉液好
本报记者 李晓军

山阳酒诗文化漫谈(一)
□李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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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组数据看司法为民的力度和温度
7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提请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翻开今年的两高报告，5年来的一串串数字勾勒出法治中

国建设的新亮点，呈现了极不平凡的司法进程，从维护社会稳

定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到保障民生，这些有力的数

据带给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可以感

受到法治的力度和温度。

“●依法审结涉黑涉恶案件3.9万件

最高法报告显示，依法审结涉黑
涉恶案件3.9万件、26.1万人。对孙小
果、杜少平、陈辉民、黄鸿发等依法判
处并执行死刑。一批为害一方的“村
霸”“街霸”“矿霸”被绳之以法。

近年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
重大成果，重大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

“打伞破网”成效显著，重点行业领域
深入整治，社会治安环境显著改善，群
众安全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相关影视剧的热播，点燃全社会
对扫黑除恶题材影视剧的高度关注，
反映出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斗争成果
的拥护和认同。

山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张巧良代
表认为，持续推动扫黑除恶斗争向纵
深发展，必须保障在法治轨道上常态
化推进，坚持打早打小，促进常治长
效，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关系网”
一追到底。

“未来应进一步畅通线索举报渠
道，广泛持续发动群众基层治理力量，
为精准打击、源头治理提供路径。”张
巧良说。

●探索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
3051名责任人被依法不起诉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最高检
报告显示，2020年起，探索涉案企业
合规改革试点：对依法可不捕、不诉
的，责成涉案企业作出合规承诺、切实
整改；会同国务院国资委、全国工商联
等12部门共建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
强化监管落实。

试点以来，共办理相关案件5150
件，已有1498家企业整改合格，3051
名责任人被依法不起诉；另有67家企业
整改不实，243名责任人被依法追诉。

检察机关近年来持续推进涉案企
业合规改革工作，着力防止司法实践
中对涉案企业“一诉了之”“一放了之”
的简单做法，避免“办了案子，垮了企
业”，着力营造安商惠企法治化营商环
境。这对于服务保障当前高质量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法治意义
和现实意义。

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主任冯帆
代表认为，检察机关开展涉案企业合规
改革试点工作，让涉案企业有了重获新
生的机会，对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
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
义。建议检察机关积极适用第三方监
督评估机制，促进涉案企业真整改、真
合规，让这些制度改革落到实处。

●审结金融犯罪案件10.1万件

最高法报告显示，审结金融犯罪
案件 10.1 万件、金融民商事案件
1037.7万件，助力服务实体经济、防控
金融风险。审慎处理涉连环担保和
P2P网络借贷等案件，以市场化、法治
化手段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天能控
股集团董事长张天任代表认为，金融
犯罪潜伏性强、影响面广，严重破坏金

融管理秩序，危害国家金融安全。以
法治建设维护金融管理秩序，是当前
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
障。

“司法机关彰显了坚决遏制金融
犯罪的鲜明态度，加快推进金融审判
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坚定不移促
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助力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服务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彰
显了司法助力营造良好金融环境的信
心与决心。”张天任说。

●起诉行贿犯罪1.4万人

最高检报告显示，坚持受贿行贿
一起查，出台指导意见，会同国家监委
发布典型案例，起诉行贿犯罪1.4万
人，震慑“围猎者”。

近年来，纪检监察部门和司法部
门扎实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形成对
行贿行为的强大震慑。受贿行贿是一
根藤上的两个“毒瓜”，受贿行贿一起
查，斩断的是“围猎”与甘于被“围猎”
的利益链，对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
坚战、持久战具有重要意义。

“受贿行贿一起查，体现了‘惩小恶
防大恶’的治理现代化理念。”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韦
震玲委员表示，要加快大数据和技术赋
能监察侦查、司法审判和法律监督等环
节的建设力度，提高对受贿行贿犯罪的
综合治理能力，通过织牢行贿犯罪“监
督网”，让“围猎者”寸步难行。

●认定属正当防卫不捕不诉1370人

“认定属正当防卫不捕不诉1370
人，是前五年的5.8倍。”最高检报告中
这一表述不仅回应了社会关切，更彰
显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理念。

正当防卫是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法律精神。从“昆山反杀案”到

“福建赵宇案”，近年来，多起正当防卫
案件引发社会关注，也反映出人民群众
对公平、正义、安全等方面更高的需求。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
利，是与不法行为作斗争的重要法律
武器。”广西崇左市高级中学副校长黄
花春代表说，司法机关明确正当防卫
的界限标准，符合正当防卫成立条件
的，坚决依法认定，切实矫正“谁能闹
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倾向，
这是合民心、顺民意的司法进步。

●追赃挽损31.9亿元，守护群众养老钱

最高法报告显示，严厉打击整治
养老诈骗，审结“老庆祥”“夕阳红”“长
者屋”等针对老年人的非法集资案件，

判处罪犯4523人，追赃挽损31.9亿
元，守护群众养老钱。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
深，以养老为名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
破坏老龄事业发展的诈骗类犯罪也呈
现高发多发态势。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
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杨再滔代表
说，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
的共同责任，面对形式多样的养老诈
骗类犯罪，既要快捕快诉，依法打击犯
罪，全力追赃挽损，又要强化法律宣
传，提高老年人的防诈反诈能力，更要
关注养老诈骗背后折射出的社会治理
问题。

●推动入职查询2003万余人次

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规定了强制报告和密切接触未成年人
单位入职查询两项法律规定，充分体
现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在法治层
面的进步。

最高检报告显示，推动入职查询
2003 万余人次，不予录用 1830 人，
6814名有前科的劣迹人员被解聘。

根据法律定义，密切接触未成年
人的单位包括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
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儿童福
利机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早期教
育服务机构；校外托管、临时看护机
构、家政服务机构、医疗机构以及其他
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培训、监护、救
助、看护、医疗等职责的企业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等。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入职查
询制度的建立，体现了检察机关贯彻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山西省临汾
市翼城县北关小学教师李慧代表说，
制度入法能够为未成年人更好地阻挡
潜在风险，保护他们健康成长。建议
明确未成年人密切接触单位的工作联
系人，畅通联系渠道，加强工作衔接和
信息共享，为未成年人织牢“防护网”。

●审结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
案件22.6万件

最高法报告显示，审结电信网络诈
骗及关联犯罪案件22.6万件，千方百计
帮助受骗群众挽回损失。依法惩治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等犯罪，加大全链条打击力度。

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应用广泛，
数字经济飞速发展，信息网络犯罪案
件随之快速增长。

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反电信网
络诈骗法接续出拳，为维护公民在网
络空间的合法权益筑牢“防火墙”。但

同时也要清楚地看到，网络犯罪活动
层出不穷，花样繁多，有效维护清朗网
络空间难度不断加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
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目标要求，是机
遇更是挑战。”奇安信科技集团董事长
齐向东委员说，要持续强化对网络黑
灰产业的综合打击整治，推进行业领
域深度治理。同时广泛开展宣传教
育，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防范意识。

●纠正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
执行24.5万人

刑罚执行的公平公正是司法公正
的重要一环。最高检报告显示，最高
人民检察院和省、市级检察院开展监
狱巡回检察4973次，覆盖全国所有监
狱，发现并督促整改狱内涉毒、涉赌等
突出问题。

持续整治“纸面服刑”“提钱出
狱”，对判处实刑未执行或监外执行条
件消失的，监督收监执行7.3万人，纠
正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24.5
万人。

巡回检察是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
工作进行监督的重大创新。长期以
来，检察机关对监狱、看守所监督主要
是依据设置的驻监、驻所检察室进行
监督。2018年创设巡回检察制度，被
纳入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派
驻+巡回”让监督更有力。

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正代
表说，“派驻+巡回”是以问题为导向
的监所检察新模式，有效提升了刑罚
执行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升了
罪犯教育改造质量。建议继续完善巡
回检察制度，制定配套细则，明确各级
检察机关在巡回检察工作中的职能定
位，还应加强信息交换、动态监测和资
源共享。

●受理执行案件4577.3万件

最高法报告显示，受理执行案件
4577.3万件，执结4512.1万件，执行
到位金额9.4万亿元。

人民法院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
攻坚战并持续巩固成果，解决了一批
群众反映强烈的执行领域突出问题，
努力兑现群众胜诉权益，向切实解决
执行难目标迈进。

近年来，我国电子信息技术快速
发展，网络执行查控手段臻于成熟，全
国范围内的征信体制不断完善，让拒
绝履行生效判决义务、逃避执行的“老
赖”寸步难行。

“兑现群众胜诉权益是保障公民
合法财产权利的关键一环，也是保护
公民宪法权利的重要体现。”清华大学
法学院教授聂鑫委员表示，应巩固、深
化数字化带来的成果，加强部门协同，
搭建大数据平台，实现司法信息共享，
创新财产变现形式，配合不断推进的
民事强制执行立法，切实保障胜诉人
权益，让应被执行的、可被执行的财产

“无处可藏”，让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
里”畅通无阻，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