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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道·酒界纵横

豪情尽染鸭江雪 中华酒魂北冰红

姻 鹿强

“北冰红”是一个在通化产区被广泛推

广种植的山葡萄品种。

这几年，以北冰红、威代尔为代表的通

化葡萄酒在国内、国际大赛上令人瞩目的表

现让通化这个富含历史积淀和红色基因的

老产区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再次引发了

国内外业界与媒体的普遍关注。

来之不易的“北冰红”
让国人看到了希望

4 月上旬的山城通化乍暖还寒，春意盎

然。远处连绵、巍峨的长白山余脉还依稀可

见皑皑的白雪，但穿过市区的佟佳江早已冰

雪消融，江水在夕阳的映照下泛着金光缓缓

地流淌而过，两岸护堤上的排排垂柳也已经

迫不及待地吐出了翠绿的嫩芽。

通化产区采访团一踏上这片黑土地，通

化给予我们的第一印象是安静、清新与自

然，却又有那么点儿说不出来的与众不同。

负责与我们对接的是通化市葡萄酒产业发

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曼俊波，一位挺拔帅气的

80 后，做事稳重得体却又不失东北人的豪

爽与热情。大家寒暄过后，言归正传，话题

很自然地就转到了北冰红。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北冰红这个神奇而

又独特的品种，记者专程拜访了业内资深专

家、曾亲自参与到北冰红品种鉴定和命名的

通化通天酒业有限公司首席酿酒师王军，谈

起北冰红，这位老专家感慨地说：“北冰红着

实来之不易，它是以优选山葡萄为主要亲

本、历经四代杂交繁育的品种，凝聚了中国

几代科技人员的心血，历时半个世纪才有了

今天的成果。从生产和种植的角度来说，北

冰红是国内外培育出的第一个酿造冰葡萄

酒的山葡萄品种，也是世界上唯一可以直接

压榨，不须经过浸皮就可以生产出深紫红色

冰酒的酿酒葡萄。北冰红突出的抗寒、抗病

虫害特性在通化产区可以达到不用埋土防

寒，其果实就可以健康地在树上等待结冰。

这不但显著降低了种植成本，也解决了困扰

业界多年的寒冷地区老藤无序的难题，更为

东北地区和我国其它寒冷产区的葡萄种植

和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葡萄酒产业探索出

了一条极具市场推广价值的产业新路。”

尤为可喜的是，北冰红克服了以往山葡

萄酸度高的缺点，使山葡萄酒的口感与品质

得到大幅提升。由它酿造的产品具有浓郁

而又饱满的红枣、山楂和覆盆子等中国北方

干果、浆果的气息与味道，入口协调，酒体平

衡，醇厚优雅，回味悠长，可以实现与中国菜

肴的完美搭配;北冰红山葡萄酒内含的几项

主要营养成分，如花青素、白藜芦醇、黄酮

醇、有机酸等，均远远高于其它欧亚种品种，

堪称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味道的健康饮

品。

据了解，生活在长白山地区的很多长寿

老人生活中都有饮用山葡萄酒的习惯，不少

国外友人也对北冰红酿造的山葡萄酒独具

特色的口感和一流品质给予了高度评价，这

其中就有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赛

组委会主席卜度安·哈弗先生，他在参加

2016 集安鸭绿江河谷冰葡萄酒节时，品尝

了鸭江谷酒庄的北冰红冰酒后赞不绝口，不

禁竖起了大拇指，惊喜地表示：“现在世界葡

萄酒的竞争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大家都在寻

找独一无二的、又有历史和文化的产品，今

天我在这里(鸭江谷酒庄)就有了这样的发

现……这里的一切无法用语言形容，美不胜

收! ”

通化当地的葡萄酒企业也对北冰红寄

予了很高的热情和期望。4 月 10 日，当《华

夏酒报》记者来到位于通化柳河的汇源龙韵

酒庄时，体量巨大的欧式风格酒堡正在进行

最后的室内装修，总经理梁正奎正忙着筹备

酒庄正式出酒的庆典活动，他满怀喜悦而又

充满自信地告诉我们：“作为国内的知名企

业，汇源集团对投资方向和目的地的选择一

直都是很慎重的，我们之前做了大量的研究

和分析，比较了国内的几个重要产区，最终

选择落户通化柳河有多方面考虑，一是当地

政府的大力扶持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二是看

好这里的独特性，你们来之前，世界著名的

葡萄酒酿酒宗师米歇尔·罗兰先生刚刚离

开，他对这里的火山岩土壤和北冰红品种都

高度认可。汇源集团自 2012 年开始，已经先

后在这里投资了 5000 多亩葡萄原料基地，

大部分都是北冰红。我们希望借助汇源在

法国的先进酒庄管理经验和通化柳河产区

独特的风土，用中国独有的北冰红和其它山

葡萄品种酿造出世界级的优质产品。今年

龙韵酒庄就要推出自己的产品，主要面向中

高端市场，对未来，汇源很有信心。”

有了政府的组织和引领
路走得更顺了

来通化之前，记者对通化产区为何能够

在国内葡萄酒产业逐年下滑的困境中连续

几年逆势上行是充满好奇的，究竟是什么样

的神奇力量在背后推动着当地产业的良性

发展? 这是我们一直想要探寻的核心问题。

几天的密集走访与深层解读，让记者找到了

问题的答案。

通化产区能够取得今天这样令人瞩目

的成绩绝非偶然，成功的秘诀也绝不仅仅只

是因为有了北冰红这个特色品种，更应该引

起关注的是，那些甘于寂寞、兢兢业业、胸怀

远大而又极具理想、情怀的通化葡萄酒人多

年来的辛勤耕耘，不懈追求。

特别是 2016 年以来，为推动全市葡萄

酒产业发展，通化市委、市政府相继成立了

推动葡萄酒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通化葡

萄酒协会、通化市葡萄酒产业发展促进中

心，积极打造“通化大产区概念，彰显集安、

柳河小产区特色”，这一重要举措起到了协

调各方、统揽全局的关键作用。自始自终陪

同记者采访的曼俊波副主任亲身参与并见

证了通化葡萄酒产业的发展，为我们一一细

数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通化葡萄酒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何为民、中国通天酒业集团总

裁王丽君和通化万通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周顺平等几位骨干企业老总们也纷

纷表示：“现在有了政府的背书、组织和引

领，我们企业可以抱团发展，大家的心更齐

了，底气儿更足了，腰杆儿更硬了，路也走得

更顺了。”

通过访谈，记者深深地感到，这几年通

化葡萄酒产业的发展之路的确不平凡，从产

业布局、基地建设、品质升级，到生产研发、

人才引进和文化营销;从柳河县打造通梅公

路沿线 30 公里山葡萄产业带，到集安产区

所在的鸭绿江河谷提出“建设世界上最优质

的山葡萄冰酒产区”的宏伟构想;从推动集

安市政府、鸭江谷酒庄与中国农业大学形成

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体，到首届“中国·通化

杯”世界甜葡萄酒大赛的成功举办以及 12
月 9 日“北冰红日”和冰葡萄酒节的确立，再

到引入知名企业汇源集团投资建设精品酒

庄和旅游资源的整合;这其中的每一处重要

布局，每一项精妙的构思，每一个吸引业界

眼球的亮点，无一不体现了通化市委、市政

府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无一不凝聚了通

化葡萄酒人的心血和睿智。

打造特色精品
是产区发展的突破口

经希军，采访中大家经常提到的一个名

字，现任通化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也是国内

少有的分管葡萄酒产业的宣传部长。由于

工作需要，他先后担任过通化两个重要子产

区柳河和集安的主要领导，对葡萄酒产业的

发展特点和当地的具体情况均十分了解，被

业内人士尊称为通化葡萄酒产业的“总设计

师”。

根据经希军的表述，通化既是一个老产

区，同时又是一个新产区。相对历史而言，

通化葡萄酒产区是个老产区，有 80 年的辉

煌历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通化葡萄酒就

成为了国人的味觉记忆，饮“红色国酒”代表

了许多老一辈消费者念念不忘的情怀;相对

品种而言，通化葡萄酒产区又是个新产区，

经过不懈努力，通化拥有了中国人自己的优

秀山葡萄品种北冰红，酿制出可以和世界优

秀产区相媲美的甜型葡萄酒。当前，面对进

口葡萄酒的冲击，作为民族产业、民族品牌

重要代表的通化葡萄酒更需要社会各界给

予关注和支持。

为了加强对通化葡萄酒产区的宣传和推广，

通化市委、市政府创新推广方式，开展了一

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如通化葡萄酒在央

视二套的大型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竞演节目

《魅力中国城》的惊艳亮相、通化葡萄酒厂建

厂 80周年庆典、首届“中国·通化杯”世界甜

葡萄酒大赛、通化山葡萄酒产区高峰论坛和

2018 佟佳江嘉年华全民上冰雪活动，以葡

萄酒为元素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等一

系列精心策划、颇具文化内涵、令人眼花缭

乱的活动，使通化葡萄酒以“世界的中国风

土、中国的民族产业、吉林的文化品牌、通化

的城市名片”的全新形象进入国人视野。

创新还体现在企业产品布局上。通化的

几个葡萄酒骨干企业紧紧围绕通化产区的

地域特点，扬长避短，精准定位，迎合品质生

活和市场的需要，在新、特、高产品的研发上

下足了功夫。

通葡股份作为整个通化葡萄酒产业的

龙头企业和通化产区的杰出代表，提出“制

造甜蜜，品味幸福”的企业使命，以消费者的

甜蜜人生、快乐生活为奋斗目标，研发团队

在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国风华的带领

下，凭借 80 年的历史底蕴，坚守初心，以匠

人精神酿造让国人放心的传世精品。自

2016 年相继推出了斩获无数奖项的爱在深

秋系列———威代尔晚收甜白、北冰红晚收甜

红和踏雪寻梅混酿及纽波特 21毅加强酒等

核心畅销产品，让人耳目一新，市场销售火

爆，好评如潮。消费者纷纷留言：“创意好棒!
现在市场上太需要这样具有中国民族特色

和文化内涵的高性价比产品了……不用品

尝，光听听名字就陶醉了。”

作为通化葡萄酒产区中仅有的两家上

市公司之一的通天酒业适时推出了脱醇系

列满足特定人群需求，在市场中牢牢赢得了

主动权。通天酒业还以山葡萄酒为原料，创

造性地研制出了雅罗白·葡香型碱性蒸馏

酒，将葡萄酒悦人的果香和白酒的醇厚甘洌

巧妙地结合，国内首创，自成一派，市场上一

瓶难求，公司副总经理李巍高兴地告诉我

们，通天这些年一直坚持“原料地域化、产品

特色化、市场差异化”的发展理念，现在看

来，这一营销策略卓有成效。企业经常接到

各地的求货电话，消费者反馈的信息是：“不

喝雅罗白，感情上不来。”

万通葡萄酒推出了高档野生山葡萄

酒———密林古藤和野生蓝莓酒，主打健康理

念，和谐自然，一上市就供不应求，负责营销

的副总经理林宝强表示，之所以重点推出这

两款产品，是因为万通基于目前消费升级的

新趋势和科学的市场调研，特别看好中高端

产品市场和一些“小品种、大市场”。“什么是

好产品?我们认为只要消费者认可的，那就

是好产品。今后，万通会继续沿着这条正确

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斯普瑞酒业开发的斐特维尔洋葱干红

以长白山山葡萄、洋葱、人参、薤白等精心酿

制，半年销量就超百万瓶，以货真价实的口

碑赢得广大消费者的热爱。

创新更体现在对通化葡萄酒产业未来发

展的谋划上。通化市委、市政府解放思想，更

新观念，从多个方面入手创新行业发展思路。

一是依托现有企业资源进行整合提升，

吸引域外资金，通过收购、兼并、重组等方式

盘活葡萄酒产业整体经济;
二是积极走出去，与国际、国内大型葡

萄酒企业对接、招商、洽谈，吸引知名企业到

通化建企业、建酒庄、建基地，带动通化葡萄

酒小镇和集安葡韵青石小镇等重点项目的

实施;
三是坚持“葡萄酒+旅游”的复合型发展

模式，将葡萄酒产业与旅游产业有机结合，

依托初步形成规模的鸭江谷酒庄、雅罗酒庄

和汇源龙韵酒庄等精品酒庄，进行跨行业资

源整合，推动体验营销，打造集葡萄种植、酿

酒、展销、休闲度假、高端定制于一体的产业

综合体;
四是加强与国内各大科研机构的合作

交流，集中优势资源，重点突破北冰红酿制

干酒的关键技术，加快推进市场需要的半

干、半甜和白兰地等新产品的研发;
五是进一步下大力气提升葡萄酒品质，

扩大特色品种的原料基地建设，鼓励企业积

极参加国内外有影响力的论坛、展览、大赛

及各种活动。同时，引入诚信体系和产品追

溯体系建设，推出产品溯源码，让消费者买

的放心，喝的放心，树立通化葡萄酒健康、透

明、优质的品牌新形象。

格局决定结局，视野决定未来。几天的

走访，记者听到频率最高的是“品质”、“特

色”、“市场”、“创新”、“责任”几个关键词。

曾几何时，通化的葡萄酒产业也遭遇过发展

的困境，但他们面对困难的局面与舆论的质

疑没有怨天尤人，畏缩不前，而是选择了直

面挑战，攻坚克难，学习、遵循葡萄酒产业的

发展特点与规律，认认真真、实事求是地从

产业源头和基础做起，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本

地实际的产业振兴与发展之路，也为其它产

区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吉林省酿酒协会秘书长韩晓纲对这些

年来行业的发展转变体会至深，他颇有感触

地表示：“回望过去，通化葡萄酒产业能有今

天的局面真的不容易，这是通化市委、市政

府正确领导、科学决策的结果;是全体通化

葡萄酒人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结果。通化

葡萄酒的昨天曾经是辉煌灿烂的，通化葡萄

酒的今天更是成果丰硕的，通化葡萄酒的明

天必将是令人憧憬、期待的。”

五粮液 2018：
高速度与高质量
发展并行
姻 刘保建

2018 年开局，五粮液即是奔跑的节奏。

4 月 27日晚间，五粮液发布今年一季报。

报表显示，前 3 个月，五粮液(000858)实现营业

收入 138.98 亿元，同比增长 36.80%;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71 亿元，同比增长

38.35%。每股收益为 1.31 元。

在去年第一季度首创营业收入百亿的基

础上，五粮液再一次刷新了单季营业收入的高

度。对此，方正食品首席分析师薛玉虎评价称，

“一季度业绩超过市场预期，显示出五粮液经

营质量的大幅改善，以及高增长态势的延续! ”

一季报利润达到去年一半

同一时期发布的 2017 年报显示，五粮液

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 301.87 亿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 96.74 亿元。

对比看来，五粮液一季报除了保持高速的

增长势头之外，单季度营业收入超过了 2017
年的 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更是

达到了去年全年的一半以上。

对比行业看，五粮液一季报营业收入排

名，处于白酒行业第二位，仅次于贵州茅台

(600519)的 174.66 亿元，但增长幅度要快于

后者。而第三名洋河则还达不到一百亿。净

利润方面，茅五洋一季度也分别位于行业前

三名，说明白酒行业发展的集中效应相当明

显。

一季度报表还显示，本阶段内，五粮液预

收账款达到 57.72 亿元，环比去年底增加约 11
亿元。预收款增长主要受益于五粮液酒春节旺

季动销较好，同时受打款政策影响，经销商打

款积极性高。

前三个月内，五粮液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净额为 23.98 亿，同比增长 30.07%，其

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04.14
亿，同比增长 35.16%，基本与五粮液收入增

速匹配。

另外，一季度内五粮液公司净利率达到

37.52%，同比提升 0.71 个百分点，提升原因主

要是由于毛利率提升、费用率下降导致。报告

期内，五粮液毛利率达到 73.19%，同比提升

2.66 个百分点。而销售费用 10.03 亿元，同比下

降 8.53%，销售费用率 7.22%，同比下降 3.57
个百分点。管理费用 5.95 亿，同比增长 1.92%，

管理费用率 4.28%，同比下降 1.47 个百分点。

上述数据说明，五粮液市场管理效率更加优

化。

与此同时，五粮液的第三大股东———香港

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也在一季度对五粮液进行

了增持，持股占比由去年四季末的 3.02%，增

持至今年一季末的4.03%。

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五粮液

“开门红”的数据，凸显了五粮液当前良好

的动销成绩。

五粮液方面前期曾透露，今年一季度，五

粮液产品发货量 6000 吨左右，其中，52毅新品

五粮液(即“普五”)表现突出，动销占全年投放

量的 30%左右，高于往年同期。

受此市场利好，当前，五粮液社会库存率约

7%，低于行业库存水平。五粮液方面表示，公

司正积极生产备货，并将通过七大营销中心一

线分仓体系进行调配供应，以保障市场正常需

求。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白酒上市公司一季度

业绩普遍上涨，与春节期间的高端白酒需求旺

盛有关，像处在行业前列的茅台、五粮液、泸州

老窖、汾酒等一季度业绩都有明显增长。

“一季度都是放量供应。到目前为止，一线

白酒市场需求充分，投放的都能被市场消化，

所以，一季度厂家投放量上升，经销商积极性

也高。”海通证券分析师瞿时尹提出。

另一方面，业绩也来源于厂家层面更为积

极的政策推动。4 月 18 日，广受关注的五粮液

18.5 亿定增方案，终于正式落地。23 名五粮液

优质经销商正式成为此次定增对象，助力“千

亿工程”落地的同时，厂商融为一体的五粮液

已与经销商成为一家人。

可以想象，五粮液的核心经销商已经成为

公司股东了，经销商能够直接分享五粮液发展

和资本红利，还有什么理由不积极卖酒?
由此也可看到，五粮液集团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李曙光上任一年来，不但在围绕战

略、品牌、营销和产品等多维度创新推动发展，

同时依托于公司内部管理改善和资本市场合

作的演进，实现与竞争对手的差距缩小。

一切都在指向五粮液跨越式、追赶式发

展。

有券商近期透露，根据五粮液公司口径，

2018 年一季度，五粮液回款已占全年任务的

50%。进入第二季度，五粮液将大概率进入销

售宽松期。

该券商还提到，五粮液 3 月就开始主动控

制发货，进入 4 月发货情况有所提速，已与茅

台节奏形成错位。

从种种迹象来看，2018 年，五粮液将开启

全年奔跑的节奏。一季度报表数据也证实，高

速发展将是五粮液 2018 年的主旋律，开启了

一年的“二次创业”，在今年更可能实现全面发

力。

熟悉葡萄酒产业的人士知道，

多年来国内葡萄酒界一直在寻找能

够代表中国风土、具有中国特色的

葡萄品种，但从国内各产区广泛种

植的赤霞珠，到一度被认为是中国

独有的蛇龙珠，再到当今被寄予了

厚望的马瑟兰，它们无一不是舶来

品，都是不同时期从国外引进的欧

亚种。北冰红的横空出世让国人看

到了希望。

多年从事山葡萄酒技术工艺攻

关及新产品开发，并在该领域屡有

建树的通化柳河国家葡萄加工技术

研发中心高级工程师南海龙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出产于中国东北的

北冰红是由几代中国本土育种专家

通过山葡萄与欧洲种葡萄的种间杂

交选育出的具有地域风土特色以及

商业价值和市场潜力的优良酿酒葡

萄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