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丁论酒

扫描二维码
关注老丁视频号我为焦作地产白酒代言

B05
总第17期

周五出版 主编 李相宜 编辑 黄小霞 版式 从华杰 校对 李红岩 组版 韩冬萍

Business Weekly

晚报版编辑部 主办

豫 酒 振 兴 怀 川 先 行2023年5月5日 星期五

专
刊

“

品质赢未来，无声胜有声。5月4
日，市人民路东段壹里洋场商业街，第
三乐章鲈鱼餐厅里，柜台上摆放的一
排怀川玉液格外显眼。

今年年初以来，怀川玉液迅速走
进我市餐厅、专卖店、特产店。各个门
店老板不约而同将其摆放在柜台最显

著的位置，这一悄无声息的举动，在该
酒焦作市区销售经理崔红波看来，是
品质的胜利，是消费者的认可。

当日中午，走进该店回访的崔红
波，谈及市场营销，说了一句掷地有声
的代言词：让人信赖的品质就是最好
的营销。

怀川玉液53度，作为山药清香型
白酒的代表作，采用高粱、山药、大米、

酒曲为主要原料，经过清蒸清烧三次
清的工艺酿造而成，酒体饱满，芳香协
调，入口柔，不刺喉，是居家必备的超
值好酒。

本报记者 李晓军
图① 崔红波在向记者介绍焦作

地产白酒怀川玉液。
图② 展柜上的怀川玉液。

本报记者 李晓军 摄

很多人都让我聊一下
怀川玉液，怀川玉液是焦作
特有的香型山药清香型白
酒，怀川玉液的主要原料是
道地铁棍山药、高粱、大米，
采用地缸分区低温发酵，分
区蒸馏，清蒸清烧三次清，原
酒协同贮存的生产工艺。他
的“地缸发酵”是非常娇贵
的，事实上，清香型白酒“地
缸发酵”的清洁、干净、卫生、
精致、娇贵与复杂性，超出了
一般人的想象，往往令目睹
过的人感叹不已。

怀川玉液酿造工艺遵循
三次发酵、三次蒸馏。第一
次为纯粮发酵、蒸馏，第二次
蒸馏后酒醅加入酒曲再发
酵、蒸馏，然后丢糟，发酵次
数超过两次，邪杂味就会增
加，流出的酒质就会变味。
两次发酵可以保证原酒的高
品质，第三次为山药大米的
协同发酵、蒸馏，丢糟。这样
形成怀川玉液酒独特的发酵
工艺。简单地说，怀川玉液
生产工艺优、安全标准高、酿
酒微生物多、代谢产物少，酒
体绵柔醇厚，香味协调，入口
顺，不刺喉，回甜净爽，余味悠
长，总体就是喝着很顺，很舒
服，喝酒所追求的也正是让
自己喝得更加惬意。老丁的
酒厂所有的生产过程公开透
明，随时欢迎您来参观。我
是老丁，和你一起论酒。

上图 怀川玉液。
（本报资料照片）

游焦作山水 品怀川玉液
——怀川玉液推介团队五一进景区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李晓军

销售经理崔红波

让人信赖的品质是最好的营销

怀川玉液
□丁向峰

品鉴特产白酒

5月1日，夜幕降临，云台山景区依然
人潮涌动。住民俗，吃美食，喝美酒，游客
享受着节日的狂欢。

此时，该景区内的怀川玉液推介展
台，也迎来了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络绎
不绝的四海宾朋，免费品尝怀川玉液。

“我们几位老同学相约同游云台山，
晚上定好民宿后，就想尝一尝当地特产
酒，没想到怀川玉液这么好喝！”一位来自
山东日照的王先生说，他早就听说焦作特
产铁棍山药。这种富含山药精华的白酒

是非遗特产，有保健作用，他和朋友决定
带回去几箱，喝完再联系经销商发货。说
罢，他拿出手机加了销售人员的微信并留
了电话。

五一假期，设在云台山、二仙庙等景
区的怀川玉液推介展台每天持续到23
时，品鉴该酒的游客不计其数。

“我感触最深的是，只要游客品尝过
怀川玉液，都说酒不错。不少游客自己喝
过了，还主动招呼来往的游客说这酒是好
酒，劝别人买酒。这时候，我非常激动，感
觉自己在干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虽然很
累，但很值得。因为我们终于有一款能引
以为傲的地产酒。”该酒厂销售人员郭姣
说。

展示好客形象

以酒会友，以酒为媒，扩大焦作地产
酒的知名度，展示焦作人热情好客的形
象，是怀川玉液推介团队进景区的宗旨。

该推介团队在景区开展白酒品鉴活
动时，热情为游客提供服务，不厌其烦，有
求必应。

为年老体弱的游客提供凳子，热情为
游客提供向导……他们一个个争当服务
景区的志愿者。其中，该公司销售部员工
王园忙到23时才回去休息，一天下来不
知道说了多少话。“虽然嗓子要冒烟了，但
我们用自己的热情服务，交到了来自全国
各地的朋友，我觉得非常值得！”王园说。

传承非遗文化

在景区推介怀川玉液酒，也是在传递
怀川大地的非遗文化。

河南老怀山药酒有限公司前身为
聚珍怀帮酒，有400多年历史。聚珍怀
帮酒的酿造技艺为该公司董事长丁向
峰祖上所创，源于魏晋，成于两宋，兴于
明清，是道地的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据悉，怀帮酒原为丁氏药业家酿治病
所用，明代中叶，在怀川大地文人墨客、怀
商文化影响下，人们的饮食习惯发生了巨
变，原为药酒的丁家黄酒渐渐被生活饮用
黄酒所替代。进入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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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怀庆商帮”的资助下，建成作坊，酿造黄
酒并取名为“怀帮黄酒”。

为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光大，丁向
峰与河南科技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科研
院校合作，组成专业的科研团队潜心打造
铁棍山药酒。12年的艰辛求索，山药清
香型白酒的标准被审核通过。

“谁认为消费者不懂酒是傻瓜，谁才
是真的傻瓜！”丁向峰说，怀川玉液最大的
特点就是纯粮固态酿造，无化学添加，保
持了白酒应有的纯粹。他一直践行承
诺，不忘初心，相信时间是检验真酒的唯
一标准。

①① ②②

来焦作，是朋友！拿什么

招待朋友？

同饮焦作特产山药清香型白

酒——怀川玉液，见证深情厚谊，

定格美好回忆，为焦作之旅增添一

抹豪爽气。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南老

怀山药酒有限公司组织怀川玉液

推介团队走进我市各大风景名胜

区，布置展台，以酒会友，成为景区

内一道评鉴特产、展示形象、传递

文化的独特风景线。该公司广交

五湖宾朋，打造焦作白酒名片，为

活跃地方经济注入新动能，为壮大

焦作文旅注入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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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颖江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许多人。有
的人，有的事，不仅让你终身难忘，还让你终
身受益。今年76岁的马元章回忆自己陪新
华社原社长穆青采访的经历时，内心无比感
慨，他觉得近距离接触近代最著名的记者，
是他的幸运，而穆青的话也为他打开了文学
的大门，让他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在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刚刚参军入伍
的马元章写了一首小诗，而这首诗也为他和
穆青的见面埋下了伏笔。

事情还得从1964年说起。

“

一首小诗点燃激情岁月

1964年是马元章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国家
号召学生入伍，正在读高一的马元章响应号召报名
参军，通过层层考核，他和学校的另外3名同学光荣
入伍。

马元章出生于1947年，入伍时17岁。从学生
转变为战士，马元章对军营生活充满好奇。因为那
一年有很多新兵都是从学校参军入伍的，新兵团领
导为了活跃气氛，就鼓励新兵办板报，以丰富大家的
文化生活。马元章创作了一首小诗来形容当时的心
情：穿上新军装，心中喜洋洋。怀揣红宝书，紧握手
中枪。

这首名叫《喜洋洋》的诗被书写在板报“学习栏
园地”的正中位置,武汉军区《战斗报》记者到新兵团
采访时看到了这首诗，就将这首诗刊登在了报纸上。

“我当时17岁，因为这首诗一举成名，战友都称
呼我是‘诗人马元章’。”马元章说。那个时候，他仅
仅会背诵一些唐诗宋词，根本不懂诗词创作。17岁
就意外“出名”，让马元章感觉压力很大，为不辜负大
家的期望，他开始拼命看书学习，用知识武装自己。

新兵团训练结束后，马元章被分到武汉军区。
白天训练，晚上读书，马元章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
思所想记录下来，还试着写一些文章宣传报道部队
生活。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马元章的努力被部队领导看在眼里，1970年，
穆青到武汉市采访330工程（葛洲坝）建设，武汉军
区负责接待。当时的马元章被部队派到武汉大学学
习写作，穆青到达武汉军区后，部队领导就让马元章
协助穆青联络采访事宜，并做好后勤服务工作。

“穆青写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全
国有名，我看了很多遍。能够在穆青身边服务，心里
甭提多激动了。”马元章说。武汉大学的同学得知穆
青在武汉的消息后，就托马元章给穆青捎话，想邀请
穆青到武汉大学给同学们讲课。穆青的采访任务很
重，马元章觉得不好意思打扰他，但同学们的一再邀
请，让他心中有了试一试的想法。

最后，马元章鼓起勇气向部队领导汇报了此事，

得到领导批准后，他向穆青说明了情况。穆青很爽
快地答应，并抽出一个上午的时间到武汉大学文学
班给同学们讲课。

课堂上，有同学提问“如何写好一篇文章”？穆
青回答：“把一个人说清楚、写清楚，把一件事情说清
楚、写清楚，就是好文章。我写焦裕禄时，就是这样
要求自己的。”

穆青的这句话，马元章至今难忘，他说：“穆青老
师的讲解，让人醍醐灌顶。我再写作时，就不再刻意
使用华美的辞藻，而是用眼睛去观察，用心去感受，
用朴实的话语去讲清楚一个人或一件事。”

坚持阅读60年，写出400万字

学习需要持之以恒，只有坚持才能写出好的文
章。马元章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天看书，每天写笔
记。

马元章在部队工作、生活时，不管白天训练多
累，晚上休息时必须看书。他随身带着笔和纸，看到
有用的话就写下来，回到宿舍再誊抄到笔记本上。

1972年，马元章因表现出色被派到广州第一军
医大学学习。1974年，马元章即将从军医大学毕业

时，被部队紧急召回。紧接着，又被派到武汉大学学
习政治。第二次到武汉大学学习时，马元章有幸参
与了《唐诗选注》前期搜集资料的工作，他在武汉大
学图书馆看到了许多古代诗词的孤本。

收集资料的这段时间，对马元章来说也是难得
的学习机会，他负责抄写的内容都是一式两份，一份
交给老师，一份自己保留。在誊抄珍贵资料的时候，
马元章深深爱上了古典诗词。有一年，马元章到西
安出差，他利用休息时间到西安碑林参观，为了能够
学习碑文上的词句，就将碑文内容抄写下来。

马元章天天抄写碑文，碑林管理员很好奇，询问
后得知马元章喜爱古典文学，就将其带到未对外开
放的展馆参观。马元章用了一周的时间，把自己认
为好的文章都抄了下来。这次西安之行，他收获颇
丰。若干年后，马元章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20多
篇颇有分量的文学论文。

在马元章家里，记者看到十几本装订成册的
“书”。每本“书”厚4厘米，种类分别是：中国原始社
会、古代、近代、现代医学史；从原始社会到毛泽东时
代的中国哲学思想史；格律诗集、散文诗集、古体诗
集、小说、散文诗集；政治、文学、历史、诗词、医学论
文集。

这些“书”是用A4纸打印而成的，虽然没有出
版，却是马元章一辈子的心血。他说：“这400万字
倾注了我毕生精力，也是我坚持学习60年的见证。”

退休干部要继续发光发热

马元章1969年在部队入党，1982年从武汉军区
调任至767野战医院（现联勤保障部队第988医院）
任教导员和政治委员。1986年转业到地方，马元章
又先后在焦作市中医院、焦作市卫生局等单位工作。

马元章是一名老兵，也是一名拥有56年党龄的
老党员，无论是在部队还是转业到地方，他始终坚定
信念，做党的好战士。他说：“国家培养一名干部很
不容易，我是党培养出来的干部，有着切身体会。如
今退休了，但我要将自己学到的本领回报给社会。”

从2007年退休至今，马元章一直积极参加社会
活动，并在我市老年大学担任老师，主要讲唐诗宋
词、散文写作等。他鼓励老年人要多看书，将自己的
生活写成诗。在马元章的鼓励下，王作兴、赵元清、
周月云等老同志不仅学会了写诗，还出了诗集。

老有所乐可以愉悦老年人的心情，提高大家的
生活质量。2009年，马元章成为《焦作日报》老年记
者，受他的影响，一批老年记者也爱上了诗词创作。

马元章在部队时带过兵，转业到地方后做学术
研究，工作经历丰富；他思想坚定，持续学习，道德文
化素养极高；他是市委老干部局白发理论宣讲团成
员，还是市关工委成员。

马元章走进学校、企事业单位，用生动的语言宣
讲党的路线方针，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他说：“没
有党，就没有现在的幸福生活，弘扬伟大的建党精
神，是我永远的责任。”

左上图 马元章在展示“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市
级银发宣讲团成员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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