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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由宜宾市酒业发展局主办，四川经济日报社承办的“走进中国酒都宜宾 感受五粮浓香之美——2024全国主流媒体‘五粮浓香核心产区’采风活动”在宜宾启动。
由新华社、人民网、中新社、经济参考报、国际在线、四川日报、四川电视台、四川观察、华西都市报、四川新闻网、四川经济日报、宜宾市融媒体中心等中央、省级、市级主流媒

体，以及21世纪经济报道、每日经济新闻等新锐财经媒体，华夏酒报、云酒头条、微酒、糖酒快讯、长江酒道、名酒研究所、酒闻观酒、酒视界等白酒行业媒体，以及欧阳千里、蔡学飞
两位白酒行业专家、意见领袖等共同组成的媒体采风团，实地探访五粮液、四川酒茶集团、叙府酒业、高洲酒业、宜宾酒公司、南溪酒业、长兴酒业、永乐古窖酒业、四川故宫酒业等
产区代表企业，感受五粮浓香核心产区的核心竞争力。

走进中国酒都宜宾 感受五粮浓香之美

10 月 29 日，参加“走进中国酒都宜宾 感受
五粮浓香之美——2024 全国主流媒体‘五粮浓
香核心产区’采风活动”的媒体代表们走进位于
宜宾市中心城区、酒都“城市之肺”、四川省级森
林公园翠屏山上的四川省宜宾市叙府酒业股份
有限公司，探访了公司文化体验馆、酿造车间等
地，零距离感受其在优越生态酿造环境下造就的
好酒基因。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底蕴和传承，这也
决定着城市的气质。

长江首城、中国酒都宜宾，酒是这座历史文
化名城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性特色元素。

千百年来，水拍云崖的金沙江带着青藏高原
古朴原生态的文明，碧波荡漾的岷江携天府之富
饶、古蜀文明之灿烂，两江在宜宾中心城区交汇，
汇成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以三江汇流之地的三江

口为原点，沿着三江的六岸行走，呈现在眼前的，
便是整个“中国五粮浓香白酒核心产区”的精华。

一杯叙府酒，半部酒都史。叙府酒业凭借
“名起叙州府，艺承昭叙恒”的文化底蕴、“背倚
翠屏、襟带三江”的地理区位与匠心独运的精酿
技艺，沉淀为“中国五粮浓香白酒核心产区”的
精华之一。

提起叙府，爱酒老饕们并不陌生，因为它
是著名的“53优”品牌；而宜宾本地人则尤为熟
悉且自豪，因为它曾为宜宾捧回“国优”荣誉，
并始终坚守“亲民路线”，其畅销了 43年的塔基
产品——（蓝标）叙府大曲”更是当地人购买率
最高的“品质口粮酒”，也是消费者常说的“北玻
汾、南叙府”中的“叙府”所指代的产品，可见其
影响力。

酒都宜宾，汇聚了众多优质浓香白酒生产企
业，行业人士戏称宜宾为中国的“酒窝子”。能在
好酒林立的“酒窝子”里成为屹立四十余载的名
优品牌，自然有其过人之处。

作为中国酒都，宜宾其发展史、酿酒史源远
流长。而叙府的故事亦根植其中，公元 1373年，
朱元璋改“叙州路”为“叙州府”，叙府由此成为宜
宾的别称，也是叙府酒名称的最初由来。而叙府
酒业的前身——昭叙恒酒坊也诞生在这个时期。
城以酒兴，企以城名。叙府作为酒都酿造技艺和
酒文化的守护者，承“叙府”之名，以立足酒都四
十余年的深厚底蕴，弘扬承载着美酒之源、酿酒
之技、赋酒之篇、饮酒之道、品酒之艺的酒都文
化，打造醇正的“地道浓香”。

1979年，改革开放拉开帷幕，为提高优质白

酒产能，宜宾地区以翠屏山古窖池群为基础扩建
成立“国营宜宾市畜牧酒厂”，叙府由“坊改厂”正
式起航，并由此开启了叙府历时 19年的国营历
程，赋予了叙府品质为先的优良基因。

1984、1989年第四、第五届全国评酒会，因酒
体“窖香浓郁、绵甜甘洌、香味协调、尾净香长”而
大受专家团好评，蝉联国家质量奖银质奖章，荣
获“国家优质酒”称号，叙府由此进入“国优”时
代，此后 40年来获誉无数——中国酒业金盛奖

“最具投资价值”品牌、中国酒业金樽奖“最具增
长潜力”品牌、中国酒业青酌奖“年度新品奖”、中
国酒业青云奖“年度明星产品奖”、“中国烈性酒
挑战赛金奖”、中国酒业名酒之星“年度最具潜力
新品奖”、“中国十八大新名酒”、“四川名酒”等重
磅荣誉，不一而足。

2018年，川酒集团入主叙府酒业。在集团的
强力赋能下，叙府开启大踏步革新，重塑品牌价
值体系、优化产品矩阵、夯实市场基础，其内在活
力得到释放、品牌价值与影响力进一步增强。近
年来，在行业不振的大背景下，其营收业绩持续
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态势，2023年营收实现25.7
亿元，今年上半年营收17.56亿元，继续保持了发
展规模和发展质量双提升。

迈步新征程，拥有“文化、产区、品质、工艺、
产能、品牌”六大竞争优势与“与城同名、三江一
山、岩泥月窖、春秋开窖”四大差异化价值的叙府
酒业，锚定了“十四五”规划目标，以提速奔跑之
姿，助力宜宾加快建设“世界级优质白酒产业集
群”，推动宜宾“中国五粮浓香白酒核心产区”的
金字招牌走向世界。

焕然一新的酒文化博览馆、正在加快建设的
非遗酒文化街区、丰富的永乐古窖+红楼梦双品
牌产品矩阵、不断出圈的国风文化老酒活动……
10月29日，参加“走进中国酒都宜宾 感受五粮浓
香之美——2024全国主流媒体‘五粮浓香核心产
区’采风活动”的媒体代表们，走进位于宜宾市叙州
区岷江之畔的宜宾永乐古窖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有着 600余年酿酒传承的永乐古窖酒业，沿
袭中国酒都宜宾 4000 多年酿酒史，近年来大动
作不断，正昂然逐鹿新时代白酒圈。

一场考古 唤醒沉睡600年“双遗”基因

永乐古窖酒业，位于宜宾市叙州区喜捷镇的
岷江边，土地肥沃、山川秀丽、气候温和的自然条
件，非常适合白酒酿造的微生物菌群生长，为企
业酿造高品质白酒提供了得天独厚、不可复制的
生态环境。

2011年，因一次考古发掘，永乐古窖酿造基
地所在的“红楼梦糟房头”遗址，生动展现了酒都
宜宾明代白酒酿造工艺，被考古专家认定为“迄
今为止，四川省第一次发掘出使用年代最早、要
素最全、最单纯、出土文物品级最高的酿酒作坊
遗址”，创立时间比故宫的建成还早三年。

经过现场发掘和论证，由石板、石条垒砌的
酿酒窖池，石臼、石碾槽等生产工具陆续出土。考
古学家还发现了长度 1.5 米、重达 360 斤的青石
秤砣，这有力佐证了万氏糟坊的“日耗杂粮 360
斤”，现场甚至还发掘出了富有活力的酿酒窖泥。

2012年，永乐古窖“红楼梦糟房头”入选《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与五粮液古窖池并
列成为“中国明代两大古窖”。2014年，无断代传
承了十一代人的永乐古窖酒传统酿造技艺也成
功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就了永乐
古窖酒业的“双遗”资质。

传承脉络 从“万氏糟坊”到“红楼梦”

明永乐初，宜宾万氏族人万达兴在宜宾的公
馆坝一带建起了万氏糟坊头，以五粮传统手工艺
酿造杂粮酒，“日耗杂粮 360 斤，年产酒量达
70000斤”，开启了永乐古窖绵延600年的基业。

到了清代，徐氏家族移民来到宜宾县公馆

坝，恢复了万氏糟坊，并且形成了酿酒世家。乾隆
年间，徐煌、徐勋兄弟双中进士，糟坊头所酿杂粮
酒成为朝廷贡酒，得到“天下美酒出糟坊，君爱民
喜传四方”的美名。

1937年，随着徐氏糟坊“徐洪泰”因时代原因
歇业，徐氏一族的辉煌也逐渐远去，但族人一直
在原地守护着老作坊、老工艺，守护着这份深厚
的动人情怀。

20世纪60年代，宜宾喜捷镇下食堂村（原公
馆坝地区）生产队队长阳治国带领村民大力发展
农业和农副业。197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头
版头条报道了下食堂大队综合发展、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经验。12月，国务院向下食堂大队颁
发嘉奖令。

1986年，酒厂更名为“宜宾红楼梦酒厂”并延
续了三十多年，是永乐古窖酒业发展历程中的重
要篇章。

随着 87 版《红楼梦》的全国热播，红楼梦酒
凭着“莫道醉魂飞不起，一杯梦酒上红楼”的广告
语红遍大江南北，成为四川省驰名商标。年产峰
值高达10亿元，在“酒都”宜宾、四川乃至全国都
具备很强的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先后被评为四
川省文化名酒、驰名商标等。

但由于种种原因，原红楼梦酒业在 2013 年
遭遇行业调整期间业绩下滑，被迫变卖资产。

焕新归来 双遗+“三老”+文化征战酒圈

酒厂的涅槃重生，来自永乐古窖酒业董事长
伍倩雯。她的加入，不仅续写着历史文化名酒“红
楼梦”的新篇，也给“中国五粮浓香核心产区”带
来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伍倩雯，广东知名企业家。2016年，伍倩雯和
几个商业伙伴相约到宜宾考察扶贫，被这份延续
600年的传统酿酒精神所打动。此后几年，伍倩雯
悄然完成了对红楼梦酒业“明代古窖池遗址”

“1917口30—40年老窖池”“万吨陈年地藏原酒”
等大部分核心资产的收购重组，并依托这些核心
资产成立了永乐古窖酒业。

重组后的永乐古窖酒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
活力。

首先是坚持“永乐古窖+红楼梦”双品牌共
同发展。“红楼梦酒”是永乐古窖酒业围绕“书中

名著，酒中经典”文化定位打造的文化名酒品牌，
是永乐古窖历史传承脉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两者不仅同宗同源，更是“同人、同艺、同窖池”。
系列新品以“将金奖酒体和地藏老酒融合，实现
品质升级”“书卷瓶型设计完美诠释文化定位，实
现品味升级”“锚定大众价位段市场，实现品格升
级”的三品升级重塑品牌，期待唤起时代记忆，让
红楼梦的经典文化永久流传。目前，红楼梦酒已
在广东、河北、山东等目标区域成功落子。

而“永乐古窖”品牌则面向中高端政商人群，
主推非遗老酒。多年来，企业通过携永乐古窖系
列产品参与糖酒会、名酒展，组织客商回厂游，推
介老酒定制封坛等活动，将自身非遗老酒魅力推
向中高端政商人群。“永乐古窖鉴赏装”还在2019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故宫论坛的“瑞士主题
活动日”上，作为礼物赠送给国外来宾。

其次是基于“三老”优势酿好酒。手握“双遗”
资质的永乐古窖，在“守正创新”基础上，结合酒
厂现况提炼出全新的“老窖池、老工艺、老原酒”
三老品质表达。在生产方面，永乐古窖始终坚持
以传统非遗手工艺酿酒。另外，厂区内近 2000口
老窖池、永乐古窖独特的地藏储酒技术及万坛陈
年地藏老酒，为原酒、成品酒的高质量生产提供
了强有力的基础保障，保持产品“窖香优雅，陈香
舒适”的纯正风味。

第三是持续推进酿造基地和“非遗酒文化
小镇”建设。从 2018 年起，永乐古窖酒业计划在
宜宾投入 30 亿元，以 1300亩酿造基地中的陈年
老窖池群和地藏老酒为中心，持续开展包括“包
装车间、成品仓库、灌酒区、制曲车间、酒储区”在
内的生产基地建设，新厂区竣工之后，预计年产
酒量达3.75万吨。同时，永乐古窖还围绕“红楼梦
糟房头酿酒遗址”建设了遗址博物馆，并持续建
设文旅体验园区，旨在通过场景再造，再现明清
时期的繁荣景象，成为宜宾新的 AAAA 级酒文
化景区。

永乐古窖酒业总经理吴嘉壕表示，当前，宜
宾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优质白酒产业集群”和
打造“五粮浓香白酒核心产区”。永乐古窖将利用
好优势资源，讲好宜宾酒文化故事，酿好宜宾五
粮浓香老酒，用心酿造集硬品质与软文化于一体
的实力好酒，逐鹿新时代白酒圈，以 600 年传承
底蕴助力宜宾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开窖—分层起糟—投粮润粮—加糠—分
层上甑—蒸馏取酒—出甑—沸点量水—堆润
—摊晾—拌曲药—入窖……

10月29日，参加“走进中国白酒之都 感受
五粮浓香之美——2024全国主流媒体‘五粮浓
香核心产区’采风活动”的媒体记者们走进位
于长江一级支流南广河畔的高洲酒业，在酿酒
老师傅的带领下当起了“酿酒工”，零距离体验

“五粮浓香工艺”的独到之处，探寻这家有着
“中国原酒大王”美誉之称酒企的核心竞争力。

“我终于理解宜宾为什么能诞生行
业最多的酿酒大师了！”

宜宾，地处四川盆地南沿，继续向南，山势
逐渐抬升，便是云贵高原。

南广河，是金沙江、岷江在宜宾中心城区交
汇成长江后，汇入长江的第一条一级支流，被称
为“万里长江第一支流”。其从云贵高原倾泻而
下，进入宜宾后，润泽了近 4000平方公里土地
后再汇入长江，养育宜宾市长江以南 6个县约
150万人口，是宜宾南部山区县的“母亲河”。

南广河水流相对温顺，更容易行船航运。
因此，自古以来，南广河承载着宜宾南六县的
水运交通，是川南通往云南、贵州地区的主
要水运通道，是秦“五尺道”、汉“南夷道”上
水陆并行的范例，也是自秦汉以来一直到清
代的“叙滇官道”和民国时期的“叙昆大道”的
交通要道。

一河流水，一河生机。进入高县，南广河流
域在高原、盆地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温润气候，
孕育了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立体丰富的农
业形态。高山上云雾蒸腾，满目苍翠的茶园层
层叠叠，累积成“全国茶叶百强县”的深厚底
蕴；丘区地势平缓地带，葱葱茏茏的桑园铺满
山头，展现了“中国蚕桑之乡”的独特风姿；丘
区间多平坝，一望无垠的五谷杂粮散发着丰收
的味道，转眼又变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和美
酒；河道水量充足，两岸翠竹延绵百里美不胜
收……南广河，向世人呈现出了一幅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其中，南广河流经高县文江镇，就润泽白
酒行业内鼎鼎有名的“原酒大王”高洲酒业，其
酿造基地占地近 3000 亩，厂区绿化面积达
40%，是“四川省生态工业园区”，年产基础酒
10万吨，储酒能力16万吨。

“拌糠，是上甑前的一道工序。我们一般要
求上甑前 10分钟内完成，低挖快拌，使糠壳和
糟醅均匀掺和在一起，有利于下一步的蒸馏取
酒。”“上甑，不是简单把糟铲进甑子，而是每一
铲都得上均匀，做到轻撒匀铺”“拌曲药的时
候，分量一定要恰到好处，酒曲加多了，产出来
的酒就是苦的，味道不净，而酒曲加少了，发酵
不充分，香气不够”……在烤酒车间，国家级酿
酒大师、高洲酒业副总经理、质量总监田永康，
当起“新丁们”的临时指导，不时指点媒体记者
如何规范操作——在酿酒一线一干就是 40多
年的他，早已将每一道酿酒工序的最佳操作牢
牢印在了骨子里。

“别小看烤酒！操作流程半个月、一个月就
能学会，但要烤出好酒，却要有长期的积累，技
能、经验、悟性，缺一不可，粮食、曲药、糠、糟、
水、温度等，它们之间的关系都要处理好，只要
有一个环节处理不好，往往就产不出好酒。”田
永康说。

“五粮浓香酿造工艺，是中国白酒所有香
型中最复杂的，窖池分老中新，上甑分上中底，
取酒分前中尾，即便是技艺最好的五粮液，平
均优酒率也只有 20%左右。”田永康告诉记者，
高洲酒业传承的是宜宾最正宗的五粮浓香工
艺，有跑窖循环、续糟发酵等上百道工序，且发
酵周期长达 90天，如果一轮糟没有做好，就会
接连影响下一轮甚至两三轮，一年的产量就没
了。许多流程，都要靠一线烤酒人实时掌控，有

经验的烤酒人能够稳定酒的产量和质量，让糟
和窖良性循环，品质稳定提升。

在高洲酒业，像田永康这样技艺娴熟的烤
酒工匠有很多，他们闻一闻窖房内的香气，抓
一把糟醅尝尝，就能知道产酒好不好。

“十分汗一滴酒，老师傅的这句话让我印
象深刻，烤酒真不是一件容易的活儿！”一位体
验酿酒劳作的媒体记者表示，通过今天的体
验，终于理解宜宾为什么能诞生行业最多的酿
酒大师、勾调大师了！“因为他们为了多酿好
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不断钻研打磨技艺，
才最终酿出香飘全国乃至世界的宜宾美酒。”

原酒+品牌“一体两翼”再出发

高洲酒业，其前身为成立于1985年的高洲
曲酒厂，次年建于清乾隆年间的杨氏大曲烧坊
作为骨干核心生产车间并入其中，更名为高洲
曲酒厂福川车间。1998年由高洲曲酒厂等四家
企业整合组建“四川省宜宾高洲酒业(集团)有
限公司”。2002年公司实施产权、身份转换，改
制为四川省宜宾高洲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拥有
6000余人的员工队伍，其中技术团队包括国家
级白酒评委 7人、省级白酒评委 10人。无论是
规模、品质还是技术支撑，即便在好酒如林的
酒都宜宾，也是佼佼者。

在高洲酒业的鼎盛时期，其原酒供应一度
覆盖中国白酒一线品牌的半壁江山，年销售额
超过20亿元，被誉为“名酒背后的巨人”，在行业
里也被称为“中国原酒大王”“隐形冠军”，连续
十年荣获“华樽杯中国原酒品牌价值第一名”。
目前，高洲酒业的库存中，8—13年浓香型基础
酒 20000 吨，13 年以上的酱香型基础酒 15000
吨。公司综合窖龄近20年，老窖池6000口以上。

但在2013年左右的行业调整中，受市场大
环境影响，高洲酒业遭遇销售受阻、资金链断
裂等危机。“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散，因
为大家都对公司有信心，一定会走出困境，如
今的高洲正如大家所希望的那样，生产经营已
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正逐渐走出困境。”高
洲酒业董事长杨永祥感慨地说。

在杨永祥看来，无论是“巨人”的光环，还
是“大王”的名头，都只能浓缩成两个字，就是

“好酒”。好酒是一切的基础，是天人共酿的结
晶，也是一代代酿酒人传承与心血的凝聚。

“过去，高洲酒业被认为是只会生产原酒
的企业，为此，近年来我们通过举办高规格的
封藏大典、复工4万吨白酒技改工程项目、举行
战略品牌发布会、签约酒类销售公司等，高频
发声，希望让全行业及消费者更加深入、更加
全面了解高洲好酒，更加信赖高洲品质，了解
高洲是一家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品牌价
值、社会价值的企业。”杨永祥说。

在杨永祥看来，真正的宜宾好酒，即五粮
浓香工艺下，采用传统纯粮固态发酵生产出的
原酒，在全国白酒产业中依然具有优势竞争
力，依然是整个行业的稀缺资源，这是宜宾乃
至四川原酒、品牌酒的底蕴所在，也是高洲酒
业的信心源头。

基于此，目前高洲酒业实施了“一体两翼”的
发展战略，“一体”是依托宜宾作为五粮浓香核心
产区优势，将高洲平台化运作，以酿造技艺成熟、
老窖池数量多、老酒库存多、技术人才多为支撑；

“两翼”，一是以原酒输出为一翼，持续为各地客
户提供高质量、高标准的固态法基酒，二是以品
牌建设为另一翼，以市场为导向，把“高洲”和“金
潭玉液”打造成消费者喜欢、热爱的品牌，为此公
司成立了以“高洲酒事业部”和“金潭玉液事业
部”为抓手的成品酒销售体系，丰富并持续完善
产品结构，同时探索事业部之间的融合发展以及
融入更多团队的共赢合作。制定了“高洲品牌大
众化，金潭玉液逐步高端化，以高洲品牌为主，线
上线下同步发力”的销售策略，目前已在成品酒
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

永乐古窖：一部绵延600年的酒脉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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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洲酒业：媒体记者体验当酿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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