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茅五”携手共酿酒业新生态
引领推动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宜宾讯 （记者 杨波）12月 10
日，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雄军，贵州省人
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茅台集团
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保芳，茅台集团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李静仁，茅台集团原董事长季克良等一
行赴四川宜宾，与五粮液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
曙光，五粮液集团总经理、股份公司董事长曾从
钦，五粮液集团副董事长、股份公司总经理邹涛等
座谈交流。

在一年一度的经销商大会前夕，茅台、五粮液
两大龙头企业的核心高管齐聚一堂共谋发展，为
12月的白酒行业增添了浓墨色彩。座谈会上，双方
就企业和行业未来发展深入交流，并一致认为，作
为中国白酒领军企业，茅台和五粮液要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
完善双方交流、沟通机制，推动“茅五”传统友谊在
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得到发挥，开创“茅五”合作新
局面，为中国白酒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丁雄军在座谈会上表示，茅台和五粮液密不
可分，都是行业翘楚，具有五个鲜明的共同点：都
是琼浆玉液、都是从自然粮食出发酿造、都是采用
生态良好的长江上游水源、都注重技术的传承和
创新、都体现了中华文化和谐中庸的酒文化哲学，
双方共同酿造了中华文化中的一瓶好酒，交流互
鉴具有牢固的共同基础。

李曙光指出，双方应共同加强宏观经济形势
研判，落实好“六稳”“六保”，推动行业保持稳中求
进的高质量发展；共同加强绿色低碳发展，进一步
优化绿色能源结构、提升能效工程、强化智慧能源
管理，打造“零碳酒企”，推动行业成为生态文明建
设的示范产业；共同加强重大合作机制建设，推动
世界申遗和中欧地理标志认证的落地；共同加强
行业自律，通力合作，在建立和维护健全的市场体
系中发挥建设性、支撑性作用；共同加强国企使命
担当，发挥行业头部企业作用，创建国际化的、卓越
的社会责任发展企业，推动行业在履行政治责任、
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中不断展现新作为，在“十四
五”时期保持企业和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有佳泉之地，必有佳酿。
绵远河、石亭江畔，绵竹酒乡，名酒荟萃。
这里，是川酒四大产区之一，唐代贡酒剑

南春延绵1500余年。
这里，被誉为“古蜀之源”，是古蜀文明发

祥地，更是四川酒文化重要起源地。
这里，剑南春天益老号千年活窖池群，是

至今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持续生产时
间最长的国窖群。

德阳，川酒核心产区。如今，正站在新的风
口之上。

今年初，川酒绘就“十四五”发展蓝图，提
出继续打造成都、德阳、泸州、宜宾“四大主产
区”，全力提升四川白酒产业市场竞争力。

今年中，我省出台《推动四川白酒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德阳（绵竹）建设
全国优势白酒产区的任务。

今年末，省政府正式印发“成都都市圈发
展规划”，明确“要提升绵竹名酒食品产业园聚
集发展优势特色产业能力”。就在不久前，绵竹
市也出台了《支持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
见（试行）》。

支持政策贯穿全年，折射出我省振兴川酒
的力度。

一石荡千浪，德阳产区接连迎来新机遇。
但纵观川酒四大产区，宜宾有“多粮浓

香”，泸州有双名酒，成都有强大区位优势，而
位于中国白酒金三角延伸区的德阳产区，该如
何突出特色、提升竞争力？

强手环伺，德阳产区更加目标坚定、步伐
铿锵——将从政策、资金、资源、人才等方面全
力支持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持龙头企业剑
南春做大做强，发挥品牌引领作用，培养一批
第二梯队区域品牌的企业集群，力争 2022年，
德阳白酒营收实现 240 亿元，2025 年实现 500
亿元。

如今的德阳产区，正加速发展，进一步向
有体量、有特色、有品牌的完善产区迈进。

“再造一个剑南春“
龙头酒企实施“名酒战略”

谈及四川名酒，一定绕不开剑南春。
在德阳产区，剑南春这朵“金花”，是川酒

少有的百亿级企业，也是德阳产区最大的底
气。

12月12日，剑南春首款三星堆联名酒“剑
南春·青铜纪”限量首发。

这款新品的瓶体采用三星堆独有的青铜
釉色渲染，神秘雄浑的青铜面具与千年飘香的
蜀地名酒巧妙融合，散发着深厚的历史韵味和
文化气息……大唐国酒文化与三星堆酒文化
进行了一场千年对话。

新品一经推出，立即引起白酒爱好者热烈
追捧。

这不仅是剑南春文化营销的纵深推进，更
是历史底蕴、文化厚度、社会责任的一次集中
呈现。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作为载入正史的至今唯一尚存的唐代贡

酒，据《后唐书·德宗本纪》记载，在盛唐时期，
剑南春就被选为宫廷御酒。大唐皇室的长期御
用造就了剑南春“大唐国酒”历史地位。

然而古老，却并不意味着“守旧”和“故步
自封”。新时代下，剑南春的酒香中已吹拂起智
能化的新风。

走进剑南春集团公司机械化酿酒车间里，
整齐划一的窖池群，润料、拌合、打量水、打笆、
翻笆、吃曲、收堆等酿酒主要环节实现了主要
工序智能化、机械化。

“公司的机械化酿酒投入设备相对少，保
持并优化了剑南春的传统工艺，不需改变现有
厂房结构和现有窖池，大大减轻了工人劳动强
度，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60%，实现了酿酒几大
主要关键工序的可控、精准、结果优化。”剑南
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方法培称。

而在公司以南的大唐国酒生态园项目建
设现场，塔吊机正在不停地运转，工人们挥汗
如雨忙着施工，剑南春 3万吨原酒扩能项目正
如火如荼建设中……

“我们正在实施的大唐国酒生态园项目建
成后，将使剑南春的名优曲酒的生产能力和储
藏能力大幅度提升。新建五个曲酒车间，使公
司曲酒生产能力达到 10万吨/年。新建储藏能
力 15 万吨以上的陶坛酒库和大罐酒库，使公
司曲酒储藏能力达到 30 万吨以上。现在我们

马力全开，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剑南春集
团公司总经理助理邓晓春说，今年公司业绩持
续飘红，1-10月工业总产值达到 170.88亿元，
同比增长 38.18%；营业收入 108.58亿元，同比
增长 24.11%；上缴税金 45.03 亿元，同比增长
18.75%。市场库存消化率创新高，与去年同期
相比，生产端的排产量也有所增加，剑南春的
市场需求和动销均进一步增长。

主要指标持续向好，让“榜上常客”剑南春
今年再次入围省工商联发布的“2021四川民营
企业100强榜单”。

“十四五期间，剑南春目标是，到 2025 年
营业收入达到 200-250亿元，力争迈向 300亿
元。各项经济指标在 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实
现再造一个‘剑南春’。”邓晓春表示。

营收全线飘红
腰部企业发力奔跑

在德阳产区，不止有剑南春。
“绵水之滨，茂林修竹，其城谓之绵竹”。
德阳产区的重要产地——绵竹，是中国次

高端白酒之王“剑南春”的故乡，也是中国多粮
浓香型白酒基酒的主要原产地。

好山好水出佳酿，经过几千年的工艺传承
与数十年的现代化发展，绵竹涌现出一大批酒
类知名企业及品牌。

“剑南春、绵竹大曲、碧潭春、齐福酒、丰醇
酒业、凤凰酒业、东圣酒业、古河州……”说起
绵竹的酒，绵竹人如数家珍，现有酒企 59 家，
规上企业22家。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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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创新赋能驱动住房公
积金高质量发展

一江连成渝
唱好绿色发展的“长江之歌”

宜宾，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在这里，携天府
之国之富饶的岷江，和带青藏高原雄奇的金沙
江，汇成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

三江口长江生态公园，坐落于三江交汇之
畔，是近年来宜宾为母亲河系上近 200 公里

“绿飘带”的一部分。
眼下时节，红嘴鸥、赤膀鸭、鸳鸯等 10 多

种候鸟，正在绿色写意的三江六岸翩跹飞舞、
觅食戏水。而这样的风景，在顺江而下的重庆
万州港、朝天门等地同样随处可见。它们，是川
渝两地共护长江母亲河、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见
证者。

生态文明建设，是“双城经济圈”的重要主
旋律，“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把修复长江
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被明确写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在《规划纲要》指导下，头顶一片天，共饮
一江水，说着同一种方言，吃着同一样火锅的
川渝两地，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跨省市的联合河
长办，川渝联合执法保护长江母亲河，以生态
共建共保、污染跨界协同治理、绿色转型发展
新路径等为主要内容的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行动，在巴山蜀水间悄然铺展。

身处其中的宜宾，不遗余力地推进“长江
生态第一城”建设，着力唱好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长江之歌”。

三江新区沿江老工业基地，是宜宾近现代
工业的启航之地，在抗战时期和新中国三线建

设时期相继落户了火力发电、机械造纸、机器
制造，电瓷电子、氯碱化工等一大批重量级企
业，为宜宾现代工业起步和发展立下了卓越功
勋。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坐落于江边的工
业企业，却影响着母亲河的美丽与生态安全。

2016年，宜宾以壮士断腕的勇气，背负巨
大资金压力筹措50亿元，对沿江老工业基地的
企业陆续搬迁、拆除和转型。取而代之的，是长
江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和正在加快打造“三江如
画、两岸诗和”的岸线景观，逐渐形成“水在城
中、城在林中、路在绿中、人在景中”城市形态。

不只是老工业基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在宜宾竹产业的发展上，同样“歌声嘹
亮”。

宜宾市竹林面积达到了 354.6万亩，居全
省第 2 位；竹产业综合产值 248.11 亿元，居全
省第 1位。该市以建设“中华竹都、最美竹海”
为目标，大力推进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把
竹林风景线搬进城市搬进城市——三江新区
龙头山竹文化生态公园。

11月底，中国人民大学首次发布《长江经
济带绿色创新发展指数报告》，对长江经济带
110 个城市的绿色创新发展竞争力进行了分
析。结果显示，重庆、成都的“绿色创新发展指
数”稳居长江经济带城市排名前十，而宜宾的
绿色创新发展指数也在三年间上升了21位。

科教强支撑
唱好产教融合的“创新之歌”

今年 7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联合

发布了产教融合型企业和产教融合试点城市
名单，宜宾榜上有名，成为全国 21个产教融合
试点城市之一。

宜宾，这座有着 2200 年建城史的城市，
“崇文重教”之风由来已久。

诗圣杜甫来过，黄庭坚走过，他们在宜宾
留下诗篇，引宜宾尚文重教之风潮。宜宾人感
念，刻石记之。

即便在国难当头、烽火硝烟、物资奇缺的
抗战时期，宜宾人仍迸发出了难以想象的勇气
担当。

八十一年前，宜宾李庄，一个仅有 3000人
的江边小镇，以一纸“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
切需要、地方供给”电文，接纳了北京大学文科
研究所、国立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等 10余
家知名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小镇居民腾出了
家园，供 1.2万余学者、学子安放书案，长达六
年。

如今，在李庄隔江对岸，宜宾市高瞻远瞩，
规划 36平方公里，建设大学城和科创城。短短
几年，“双城”拔地而起，宜宾引进四川大学、电
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 12所高校，助推
宜宾在校大学生从 2016年的 2.5万人增加到 8
万余人；成立马克列文等 2个诺贝尔奖专家工
作站，建成宜宾同济汽车研究院等 12 所产研
院，欧阳明高、邓中翰院士工作站和吴峰院士创
新中心入驻，成功申创西南互联网、领策2个国
家级孵化器，获评国务院第三批“双创”基地。

在《规划纲要》“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的指导下，川渝两省市正进一步
加快推动“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展。

（下转2版）

12月27日
2021天府·宝岛工业设计大赛
颁奖典礼举行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李霁玥）等了又等，
四川工业设计盛宴终于要来了！12月27日，2021天
府·宝岛工业设计大赛国际会议暨颁奖典礼将在
成都东郊记忆演艺中心举行。活动现场，将为2021
天府·宝岛工业设计大赛的各项获奖工业设计作
品颁奖，并为“川渝十大工业设计师”颁发证书。

活动当天，一批企业将就成果转化项目举行
集中签约仪式，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将进行现场授
牌。现场还有来自国内外知名设计师、知名企业代
表、行业专家等大咖，为现场观众带来精彩的主旨
演讲。27日下午，工业设计重点企业新品推介会
将同步举行。

除此之外，“工业设计精品展+图片展”将于
活动当天同步亮相成都。记者了解到，工业设计精
品展将在成都东郊记忆举行。展览中，除历年经典
工业设计成果及产业融合转化应用成果外，本次
大赛获奖作品和部分优秀参赛作品也将同台展
示。大赛工业设计图片展则将在成都宽窄巷子和
东郊记忆同时展出，本次图片展将展出1个月，市
民可以前往现场近距离感受工业设计的魅力。

绵阳2个基地
获批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四川经济日报绵阳讯 （记者 张宇）日前，四
川省商务厅公布“2021年度四川省外贸转型升级
基地名单”，绵阳游仙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省级外贸
转型升级基地（新型材料）、三台县省级外贸转型
升级基地（纺织服装）成功获批。这是继去年获批
国家级跨境电商综试区、综合保税区，高新区、涪
城区 2家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后，绵阳开放型
经济工作取得的又一硕果。

据介绍，目前全省共有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30家，其中绵阳有4家，数量居全省前列。下一步，绵
阳市商务局将指导基地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用
足用好用全各项政策措施，增强资源要素聚集，提升
外贸竞争新优势，为全面提高绵阳对外开放水平、加
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高地打下坚实基础。

宜宾：融入“双城经济圈”逐浪长江争一流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杨波 侯云春 实习记者 严易程

剑南春酿酒生产车间工作现场

德阳：做强“剑南春”龙头 打造绵竹酒乡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闫新宇 肖萍

巴蜀一家亲，川渝一盘棋。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这一国家战略机遇之下，川渝
两省市处处涌动着跨越前行的
澎湃力量。

宜宾，就是其中一名的“弄
潮者”：2019 年、2020 年，宜宾
GDP增速连续两年摘取全省第
一；2021 年前三季度，宜宾继续
领跑全省。同时，宜宾积极参与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对接
成都、重庆“双核”，迈步更高质
量的发展新征程。

我住长江头，干事争一流！
奔流不息的大江，不仅造就

了宜宾丽质天成的自然山水，也
润泽出宜宾人开放包容的性格、
乘风破浪的雄心：2021年建成全
省经济副中心、2025年建成成渝
地区经济副中心。

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
圈”。跨越崛起的美妙音符，正
从宜宾这座长江起点城市，徐徐
传来。

川酒产区创新力量 系列报道之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印发《“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加强顶层设计和工作指导，推动
冷链物流高质量发展。

《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
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结合
我国国情和冷链产品生产、流通、消费实际，聚
焦制约冷链物流发展的突出瓶颈和痛点难点
卡点，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畅通通道运行网络，
提升技术装备水平，健全监管保障机制，加快
建立畅通高效、安全绿色、智慧便捷、保障有力
的现代冷链物流体系，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
有力支撑。

《规划》明确五方面原则，即市场驱动、政
府引导，统筹推进、分类指导，创新引领、提质
增效，区域协同、联动融合，绿色智慧、安全可
靠。到 2025 年，初步形成衔接产地销地、覆盖
城市乡村、联通国内国际的冷链物流网络，基
本建成符合我国国情和产业结构特点、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冷链物流体系。布局建
设 100 个左右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基本
建成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核心、产销
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为支撑的
三级冷链物流节点设施网络。冷链物流规模
化组织效率大幅提升，技术装备水平和标准
化、智慧化、绿色化水平明显提高，成本水平
显著降低，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形成一批具有
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龙头企业。农产品
产后损失和食品流通浪费显著减少。基本建
立“政府监管、企业自管、行业自律、社会监
督”的监管机制。展望 2035 年，全面建成现代
冷链物流体系，设施网络、技术装备、服务质
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行业监管和治理能力
基本实现现代化。

《规划》作出五方面工作安排，包括打造“三
级节点、两大系统、一体化网络”融合联动的

“321”冷链物流运行体系、构建冷链物流骨干通
道、健全冷链物流服务体系、完善冷链物流监管
体系、强化冷链物流支撑体系；部署七方面重点
任务，即夯实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基础、提高冷
链运输服务质量、完善销地冷链物流网络、优化
冷链物流全品类服务、推进冷链物流全流程创
新、强化冷链物流全方位支撑、加强冷链物流全
链条监管。

《规划》从加强组织协调、强化政策支持、优
化营商环境、发挥协会作用、营造舆论环境等五
方面对做好实施保障提出明确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