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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谷雨时节的到来，近日，“湿地珍宝·

名酒双沟———苏酒集团 2021 年封坛酒推介

会”相继在江苏南京、扬州、徐州等地举行，继

续传递着苏酒集团（洋河股份）封藏大典的文

化传承与意义。

据了解，今年推出的双沟珍宝坊·封坛酒

是苏酒集团（洋河股份）宣布推进“洋河垣双
沟”双名酒战略，并成立双沟酒业销售有限公

司独立运作双沟品牌的一个新的起航点。手

握“洋河、双沟”两大名酒，苏酒集团（洋河股

份）又是如何做好两瓶酒文章的？

充分释放“1+1>2”效应

近年来，伴随白酒市场新一轮格局重构，

名酒资源优势愈发突出。在此形势之下，拥有

名酒背书的知名品牌及区域龙头品牌纷纷挖

掘行业红利，迅速抢占制高点，迈入发展的快

车道。

对此，新上任的洋河股份董事长张联东

也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名酒积累了品

质、品牌、文化和规模等诸多优势，在行业的

结构性分化中，大多数企业的增长将会变得

越来越难，但名酒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作为苏酒的领头羊，苏酒集团（洋河股

份）担负着苏酒新一轮发展的领跑重任。为了

实现“1+1>2”的战略目标，早在 2010 年，洋

河、双沟两大名酒强强联合便成为业内经典

案例，企业由此成为拥有“蓝色经典、梦之蓝、

双沟珍宝坊”等拿得出叫得响的特色品牌，进

一步增强了企业的品牌实力和竞争力。

10 多年来，双名酒协同作战已成为洋河股

份最重要的增长引擎。2018年，苏酒集团（洋河

股份）将“洋河+双沟”双名酒战略再次提上重要

日程，并针对双沟品牌专门组建业务团队，实施

资源上倾斜，彻底释放品牌活力。

今年伊始，苏酒集团（洋河股份）在对企

业整体营销组织架构进行新一轮调整的同

时，独自成立“双沟酒业销售有限公司”并专

业运营双沟品牌，同时在上海、北京、河南、山

东等地设立了几十家分公司和办事处，全面

开启双沟品牌全国化新征程，深度推进“洋

河+双沟”双品牌战略，实现多轮驱动。

此外，进一步确立“梦之蓝 M6+、梦之蓝·

水晶版、苏酒、双沟珍宝坊”等主导品牌地位，

积极进行数字化营销转型，充分利用互联网、

电商平台和庞大的经销商体系优势，打通线

上线下渠道，开启白酒销售新模式。

有行业资深专家表示，看好双沟品牌的

市场深化运作、新品布局及高端化拓展，洋河

股份（苏酒集团）着力构建“双名酒格局”，必

将成为企业又一个重要的增长点。

独占稀缺资源，继承名酒基因

名酒称号既是历史荣誉，更是对品质、口

感、文化的综合评定，是珍贵的历史财富。中

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曾表示，“消费者经

历了从没酒喝到有酒喝，从有酒喝到喝名酒

的阶段。”

据了解，当下业内所认同的老名酒，一般

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五届“全国评酒会”所评选

出的“名酒”。事实上，“老五届”的成果也基本

奠定了今天中国酒业发展的格局。

对苏酒集团（洋河股份）来说，无论是洋

河“八大名酒”，还是双沟“十三大名酒”，其强

大的背书均源于千余年无断代传承的悠久文

化和独特技艺。

作为“酿酒风水论”的理论内核，酿酒与

产区间的“鱼水关系”，一直被披上一层神秘

的色彩。因盛产“中国名酒”洋河和双沟而闻

名的江苏省宿迁市，2012 年被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和中国酒业协会正式授予“中国白酒之

都”称号，其“三河两湖一湿地”的产区优势，

成就了两大名酒悠久的历史，也成为诞生绵

柔好酒的天然之地。

从自然环境上讲，很多行业专家认为宿

迁是中国东部地区最适合酿酒的地方；宿迁

地处暖温带和亚热带的分界区，属暖温带季

风性气候，水源、土壤、空气尤其是酿酒微生

菌群生态环境是酿酒的“风水宝地”。

在酿酒工艺上，环境与稀缺资源的不可复

制性，构成了洋河、双沟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天

时地利人和，最终形成了“低温入池、低温发酵、

低温馏酒”的“三低”核心工艺，并更好地秉承了

中医药文化中所讲究的“文火慢煎”，以及饮食

文化上“小火慢炖”的养生法则。

与此呼应，近年来，苏酒集团（洋河股份）

旗下的每一款新产品，都以其卓越的品质和

品牌气度，彰显了“中国名酒”风范。 渊若尘冤

“洋河＋双沟”双名酒战略开启“加速跑”

4 月 16 日，位于四川甘孜州理塘县的阿

里巴巴数字农业基地内，数字化分拣设备一

直在运转。“不要小看这套设备，经过它分级

的农产品售价能提升 10%以上。”理塘县康藏

阳光农牧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杨

帆说。

这套分拣线能通过智能识别系统，对农

产品进行分类，分拣出品质较高的产品后进

行精致包装售卖，售价自然要高一些。

不仅如此，基地内配套的标准化冻库还

将蔬菜运输的腐损率从 30%降低至 5%，进一

步降低了成本。“这就是数字农业带来的改

变。”杨帆说。

近年，数字农业是理塘县政府着力的重

点方向。理塘属青藏高原半农半牧地区，农业

种植多为一年一熟作物，主要有马铃薯、青稞

等。牧业方面，主要品种有高原牦牛和藏系绵

羊。“增加农牧民收入，需要推动理塘农牧业

提档升级，发展数字农业是大势所趋。”理塘

县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9 年，阿里巴巴数字农业基地在海拔

4014 米的康呷村建成，是目前阿里巴巴在国

内海拔最高的基地。基地种植面积已达 6600
亩，出产黄瓜、萝卜、夏季草莓、高原小番茄等

蔬果。

杨帆参与了该数字农业基地共建。在他

看来，基地的建设不仅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问

题，增加了当地农牧民就业机会，而且让标准

化生产理念在当地生根发芽。

2016 年，杨帆带着团队来到理塘创业。创

业早期，他的农产品主要提供给批发市场。与

阿里巴巴共建基地后，他的农产品陆续进入

其旗下的新零售超市。超市对产品重量、外

观、口感进行了标准化规范。“这样种出来的

萝卜，一公斤能卖到 4 元多，价格高于批发市

场价格 6 倍。”杨帆说，去年，基地生产的萝卜

产值达到 5000 万元。

提高农产品产值后，杨帆想破解困扰理

塘农业的另一难题：分选分级。

去年，阿里巴巴在全国建成包括成都在

内的五大产地仓。产地仓内，农产品可以在 90
秒内完成清洗、分选、分级、包装。杨帆觉得基

地里种植的萝卜，也应该进行数字化分级。

去年 9 月，4000 平方米采后商品化处理

中心建成，这是理塘县第一个产地仓。在这个

产地仓内，有 10 个 100 吨的标准化冷库和农

产品分级加工车间，可以完成清洗、分级、包

装。

运转以来，蔬菜运输的腐损率降低至

5%，分级与冷藏让售价提高了 10%到 20%。

“机器和人工结合进行分选，效率低、标

准不一，单日峰值 300 吨左右。”杨帆琢磨着

需要上一套数字化的设备，“只是目前市场上

还没有针对萝卜分选的设备。”

没有设备，杨帆决定自己研发。他联系了

法国迈夫诺达中国区的负责人，一起研发萝

卜分选线。杨帆预计，新的分选线今年夏天可

以到位。“数字化分选之后，利润率还会有一

个提升，当地村民能从中获得更多收益。”他

说。 渊唐泽文冤

高原理塘萝卜售价为啥比市场高出 6 倍

每隔 4 年举办一次国际机床博览会，地点

在巴黎、米兰或汉诺威。1994年博览会玉柴至

少要去 8 个人。就在二次技改和“八·五”技改

的英模人物当中挑选，不仅挑技术干部，还要

挑选技师和革新能手。这不仅是为激励，还为

“九·五”、“十·五”的全球竞争做准备。

总厂派驻加拿大的人员有一个报告，建议

随着玉柴在北美事业的立足和发展，设立玉柴

工业区中学留学北美的奖学基金。每年挑选最

优秀的职工子弟直接输送到北美深造，学成回

来建设玉柴。这是深一层的激励，也是着眼于

未来的竞争。总厂将于今年下半年就此做出决

定。

四尧投入机制

一要敢投，二要投准。对有共同认识，有质

量品种效益和质量速度效益的投入要再大胆，

再开放。要敢于颠倒走路，就是先花钱，再补手

续；无非是追究法纪，你我下台，但赢得了竞争

的时间和效益。要投准是指产品方向确定之后

的重点倾斜，一定要把工序质量保证能力所必

需的投入放在第一位。

有六个概念要强化或明确：

1、没有质量线，只有专业质量线，只有质

量面。今后提总厂领导的分工要纠正一下，专

业质量线分管的领导，确实负不了面的责任。

2、必须强化行政一把手的质量责任。对工

作质量和工序质量构成的产品质量，行政一把

手必须负责，绝对负责。要特定一个行政一把

手的最终产品质量责任制，要把一次装车合格

率、故障率和厂内可靠性抽查与各级各部门党

政一把手挂责挂钩。讲行政一把手特别要强调

班组长这个最靠一线、最全面、最基层的一把

手。工会、企管、全质办要研究班组一把手的调

动与发挥的问题。

3、必须强制推行“三个就是”的人际保证

责任递进方针。本项方针的意义之一，是增进

产品质量工序控制能力；意义之二，有助于变

虚为实，务实求真，拯救玉柴。方法是：区分重

点、分级管理，按工序分析，按工序计划，按工

序服务，按工序动员，按工序定责，按工序强制

推行，按工序循环提高。

4、制定“为了全员的前途，进门者请放弃

一切自治”的宣传口号和标语，学习宣讲恩格

斯的《论权威》。

5、必须强化工作质量责任制。

6、干部有义，质量无情。干部六条没做到，

就不能只责人不责己；干部前四条下功夫之

后，就必须认真做好第五条———代表全体职工

的最高利益铁面执法、无情执法、无私执法。

五尧反馈机制

可以完全照搬干部基本功第六条，叫做“集

思广益，反复检讨，周而复始，完善要求”。这一

条就是永远把差距摆在前面，永远不满足。

我们这个厂只要构思正确，方向清楚，人

心聚合，是能够成大器成大业的，全体职工要

有这个自信，过去已有成功，将来必能成功。入

关是挑战，更是机遇；对强者来说，只有一个回

应，就是积极迎战，坚决取胜，必能取胜。

狠心动真要碰硬
跳跃提高可靠性
要要要在 YC(玉柴)柴油机结合体部署

实施可靠性野三级跳冶系统工程

（1992 年 12 月 11 日·南宁）

1992 年 10 月 6 日，玉柴正式提出了对

6QC 实施可靠性“三级跳”的系统工程。为什么

提出？为了迎战入关挑战，为了取胜入关挑战。

入关挑战，迫在眉睫，YC(玉柴)结合体面

临的问题是什么？首先，让我们把 YC6105QC
的水平和关贸总协定发达的缔约国同类产品

水平即国际水平作一下比较：精制精选的 6QC
可通过 1000 小时全速全考核，而批产抽样无

故障全速全负荷运转时间很难超过 100 小时，

而国际水平的同类发动机批产抽样全速全负

荷无故障运转时间一般在 3000 小时以上；

6QC 一次装车合格率在 60%左右，无故障行驶

里程一般在 3000 公里以下，相应的国际水平，

装车一次合格率一般为 100%，无故障行驶里

程可达 2—3 万公里以上。也就是说，我们的全

速全负荷无故障运行时间仅及国际水平的

3%；我们的装车一次合格率仅及国际水平的

60%；我们无故障行驶里程仅为国际水平的

10%—14%。还有一条，又是致命的，由于 6QC
的年产量尚未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批量，制造

成本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优势。

目前，用户进口发动机要许可证，要多付

40%的关税。如果中国关贸原始缔约国地位恢

复成功，进口限制将取消，合理的关税通常是

12%。那么以我们目前的状况做对比，人家是

优质价不高，我们是劣质价不低。

有人说，关贸挑战，轿车受冲击，载重车影

响不大，这种说法不对。载重车里还有东欧车，

突出的优势是价廉。此外我们做的不是整车，而

是发动机，关贸影响不是不大，而是很大很大。

如果 YC(玉柴)结合体对挑战麻木不仁，如

果 YC(玉柴)发动机在竞争中败北退阵，那么集

合体十几万名职工加亲属如何生存？怎么办？

埋怨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原始缔约国地位的

国策吗？那是错误的。闭关锁国，保护落后，那

就永远愚昧，永远落后，中华民族就永无挺胸

抬头之日。坐以待毙，一哄而散，关停并转吗？

对不起，开放是全国性的，相同的竞争无行业

不在，无角落不在。更何况，我们从事的发动机

行业，有着民族工业水平标志的责任。美国的

质量管理权威哈林顿把当前的质量之争描述

为“现在世界上正在进行一场第三次世界大

战，这不是一场使用枪炮的流血战，而是一场

产品竞争的商业战，这场战争的主要武器就是

产品质量。”哈林顿的这个比喻恰如其分，这确

实是一场战争。在战场上，在敌军压境之时弃

民族责任于不顾，临阵逃脱，那叫懦夫。从战壕

里跳出来逃跑的人，可能第一个在背后中枪。

懦夫难有好下场！

撤销屏障，撤销保护，把企业推向全球范

围优胜劣汰的竞争之中，本项国策划出了我国

民族工业的新时代。既然如此，YC(玉柴)集合

体就一定要认清划时代的意义，树立划时代的

观念，建设划时代的机制，求得划时代的进步；

YC(玉柴)集合体全体成员一定要痛下成功非

我莫属、胜利非我莫属的决心，一定要实现质

量的飞跃，这是惟一的出路，也是正确的出路。

以上是我们提出“三级跳”的国策背景。

提出“三级跳”的主机厂背景是玉柴关于

要跻身国际内燃机强手之林的企业理想和抱

负。玉柴人说这句话是 1985 年，讲了 8 年，准

备了 8 年，我们认为，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玉柴 1992 年将实现销售额 4.1 亿元，将实

现 6QC 产量 23350 台，将实现创汇 900 万美

元，分别比 1991 年增长 51.8%、66.8%和 80%。

1993 年玉柴的销售目标为 7.5 亿元，6QC
的产量目标为确保 3.5 万台，力争 3.8 万台，创

汇目标是 1500 万美元。

渊此文系本报整理袁待续冤

（长篇连载之二十）

王建明：动力大王的传奇故事

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

银朵兰中药
民族药产业园项目开工

4 月 16 日，新疆银朵兰中药民族药产业

园项目开工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20 亿元，总

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包括药品生产区、辅

助生产区、仓储区、综合办公区及后期保障区

等。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拥有全疆 70%
以上的生物医药企业资源。银朵兰中药民族

药产业园项目的开工建设将进一步提高民族

药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作为本土制

药企业，银朵兰肩负传承与发展新疆民族药

的重要使命。”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俊在开工仪式中表示，依托中药

民族药产业园项目建设，银朵兰药业将打造

国家中药民族药现代化研究中心、生产制造

中心、科研人才集聚中心和中医药文化对外

交流中心，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助推民族

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药民族药走出中

国、走向世界。

“中药民族药产业园的建成，必将夯实高

新区（新市区）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发展基

础，带动中药民族药产业体系升级和相关产

业的联动发展，为推动全区乃至乌鲁木齐市

和全疆的中医药、民族药业发展发挥积极作

用。”高新区（新市区）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区长宋振博表示。渊盛元 徐琬璐 文 / 图 ）

“海水稻”熟了！
近日，在海南三亚崖州湾南繁育种基地，

一名农民展示刚收割的测产海水稻。

据了解，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科研

人员今年在三亚南繁的首批“海水稻”（耐盐

碱水稻）种质材料开始收割，科研人员正按科

研流程取样、收割。 张茂 邱江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