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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樊瑛 张建忠

茅台酒酿造一年一个生产周期，在新

一轮生产周期即将来临之际， 重阳节前

夕，一场持续了 9 年，高规格、大规模的特

别会议———茅台集团 2022 年度生产·质量

大会于 10 月 10 日举行。

“质量是生命之魂”，会场外的大屏幕

上，七个醒目的蓝色大字让人印象深刻。以

1951 年国营化为起点，在茅台辉煌 70 年纪

念日临近之时，茅台对其 70 年来的质量管

理工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宣布，这项事关

企业生死的重要工作，在经历了经验管理、

理性管理、主动管理等三个时期后，业已进

入第四个时期———高质量时期。

站在七十年背景下，茅台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丁雄军在总结茅台质量管理工

作历史经验时，展示了更多维度和视野。他

强调，在高质量时期，必须有更高要求和更

高标准。要树立新时代五匠质量观，构建实

施茅台“365”质量管理体系，永葆质量匠

心、铸牢质量匠魂、炼就质量匠术、精制质

量匠器、锻造质量匠人，呵护茅台生命之

魂，推动茅台实现高质量发展。

茅台将持续推进质量管理现代化，巩

固提升茅台品质的最强核心竞争力，让“质

量是生命之魂”成为新时代引领茅台高质

量发展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茅台表示，

“生产质量大会作为茅台人特别的盛会，体

现的是一种继承和传承，更是一种信念和

信仰，我们要以之为新的起点，携手再创一

个新的未来。”

此次会议，由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李静仁主持，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省监委驻茅台集团监察专员卓玛

才让，总法律顾问段建桦，总工程师、首席

质量官王莉，副总经理万波，总会计师刘

刚，副总经理吴浩军出席会议。会议还邀请

了茅台老领导季克良出席。

从作坊到现代企业
茅台质量管理递进演变

从“经验管理”起步，到“理性管理”与

“主动管理”，丁雄军的质量管理“阶段论”，

分别对应了过去七十年中，茅台从农业色

彩浓厚的作坊起步，经历了早期工业化改

造，并逐步走向现代，并成为全球市值最

高、单品销售收入第一、营收规模过千亿的

知名企业的演进过程。三个时期，各有特

色，也作出了内涵不同的重要贡献。

回顾 70 年的生产质量工作，可以总结

为经验管理、理性管理、主动管理三个阶

段，在不同时期，不仅体现了茅台人在质量

追求上的继承传承，更是一种信念和信仰。

对这些阶段所承担的角色与作用，丁

雄军均给予了充分肯定：

———经验管理时期。即 1951 年到 1963
年，这段时间质量管理主要为“口传心授”

“师带徒”等经验式管理，代表性的有郑义兴

先生归纳的茅台酒十四点生产操作法，王绍

彬先生提出的“以酒养糟”酿酒经验，邹国启

先生提出的“疏松上甑法”，这些经验沿用至

今，但总体上属于感性的经验管理。

———理性管理时期。1963 年至 1980
年，茅台质量管理进入“理性管理时期”，轻

工部指派周恒刚到茅台开展两期试点。这

期间，李兴发先生提出茅台酒酱香、窖底、

醇甜三种典型体划分，邹开良先生提出要

处理好质量和产量、酱香酒和其他香型酒、

增产和节约、增加设备和挖潜革新的“四个

关系”，季克良先生在 1974 年撰写了《提高

茅台酒质量的点滴经验》。这阶段茅台质量

管理更加注重科学引领，走上了从经验管

理到理性管理的关键一步。

———主动管理时期。即 1980 年至今，

茅台质量管理进入“主动管理”阶段。在此

期间，茅台主动顺应时代发展，引入全面质

量管理理念，深入贯彻 ISO9000、ISO14000
等标准体系，并在 2003 年和 2011 年两获

“全国质量奖”。此间，有代表性的是季克良

先生提出的质量“四个服从原则”和“以质

量为中心”等理念，李保芳先生提出了茅台

的“大质量观”，践行“视质量为生命”质量

理念。这些重要理念推动茅台质量管理逐

步走向规范化、标准化，质量也真正成为茅

台的核心竞争力。

“回顾三个历史时期，茅台的质量管理

在艰辛探索和曲折前行中发展，取得今天

的成绩实属不易，”丁雄军评价说，70 年的

奋斗历程，不仅奠定了茅台的质量基石，凝

聚了茅台的质量文化，也雄辩地告诉我们：

质量高于一切，只有始终不忘质量初心，坚

守传统工艺，严格质量控制，才能永葆茅台

酒品质稳定，才能推进茅台永续发展。”

树立新时代五匠质量观
让“质量是生命之魂”成为信仰

“进入新时代，茅台迈上了高质量发展

的新征程，茅台的生产质量管理也随之进

入第四个时期———高质量时期。”丁雄军指

出，生产质量作为茅台发展质量最重要的

一环，在高质量时期必须要有更高要求和

更高标准。

“总体方针，要树立新时代的五匠质量

观，呵护茅台生命之魂。”所谓“五匠”，系指

质量的匠心、匠魂、匠术、匠器、匠人。其中，

匠心是初心，匠魂是理念，匠术是方法，匠

器是支撑，匠人是根本。

具体来讲：

匠心就是茅台人始终坚持精益求精、

品质为先的初心，要始终坚持这一初心；

匠魂就是一切生产质量工作都要贯彻

“质量是生命之魂”的理念，一切生产质量

工作都要贯彻这一理念；

匠术就是生产质量管理的方法论，要

落实全过程、全场景、全员工三大控制论；

匠器就是生产质量管理的标准支撑和

技术支持，是提升质量管理现代化水平，持

续赢得未来竞争的关键一环；

匠人就是茅台的工匠，要着力培育打

造一流的工匠队伍、一流的科研团队和一

流的管理精英，合力撑起茅台质量的天。

从丁雄军的这“五匠质量观”所涵盖的

内容来看，这包括了茅台酒生产从人到原

料、从工艺到技术的全链。树立并做好“五

匠质量观”也将成为护航茅台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要素。

守匠心才能酿好酒。众所周知，茅台酒酿

造周期长，环境、微生物、海拔高度、气候变化

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基酒的产量和质量。

“从投料到出厂要历经 30 道工序，165
个工艺环节，时间长达 5 年。”丁雄军说，质

量高于一切，只有始终不忘质量初心，坚守

传统工艺，严格质量控制，才能永葆茅台酒

品质稳定，才能推进茅台永续发展。

有了五匠质量观，以什么路径呵护茅

台生命之魂？丁雄军提出要构建实施茅台

“365”质量管理体系。

“3”即实现质量管理体系更加完善、全

域质量均衡发展、质量水平整体跃升三个

目标；

“6”即抓好全员质量共治、全域质量协

同、全生命周期质量管控、全员全面全过程

质量监督、质量生态协同发展共同体构建

和质量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项任务；

“5”即做好组织领导、人才支撑、经费

支持、督查考核、舆论宣传等五大保障，持

续推进茅台质量管理现代化，巩固提升茅

台品质的最强核心竞争力。

如何理解和落实“铸牢质量匠魂”，丁

雄军会上分享了三句话：

“质量是生命，呵护则存，放任则亡。”

“质量是生命之魂，魂在中心，得之得

根本，失之失魂魄。”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落实‘质量是生

命之魂’理念，就必须让品质成为信仰。”

讲话中，丁雄军希望茅台同事要把“质

量是生命之魂”，作为全体茅台人的共同价

值观。他在讲话中透露，从“以质量求生存”

的文化根源，到“视质量为生命”的文化提

升，再到“质量是生命之魂”的文化升华，茅

台正在做好质量文化的顶层设计，让“质量

是生命之魂”成为新时代引领茅台高质量

发展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

整个大会，“质量是茅台生命之魂”作

为贯穿全场、最为亮眼的中心概念，不断被

提及。

“质量是生命之魂”被以信仰来定义，

这是迄今为止，茅台对此定义站位最高、力

度最强的表述。

会议透露，茅台将成立质量委员会，实

现质量管理全过程、全场景、全员工的覆

盖。

丁雄军在讲话中表示，茅台正在强化

原料管理，加快培育新一代原料品种，同时

将聚焦重要战略资源，建立战略供应商培

育制度，实施供应商“白名单、黑名单”管理

机制，严控采购管理、强化制曲管控、稳定

制酒生产、做精勾兑贮存，提升包装水平，

增强质量服务能力。

据悉，茅台将在“第一车间”原料基地

建立风土数据库，收集基地气候、地形地

貌、生态等基本数据，有效指导基地科学种

植，提升基地现代化管理水平。

打造一流人才队伍
不遗余力加大科研投入

生产质量大会上，茅台授予刘学军等

12 名员工第二届第一批“茅台工匠”称号，

同时还表彰了 9 对优秀师徒。在茅台集团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万波领誓下，全体参会

人员对 2022年度生产作出了庄严承诺。

开讲前，丁雄军现场提议大家以最热

烈的掌声向以季克良为代表的老一辈质量

人致敬；向以受表彰的茅台工匠和优秀师

徒为代表的新一代质量人致敬。

丁雄军明确提出，365 管理体系中的五

大保障，人才是根本。“我们要始终把工匠作

为茅台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着力培育打

造一流的工匠队伍、一流的科研团队和一流

的管理精英，合力撑起茅台质量的天。”

丁雄军提出，茅台要分类建立核心人

才库和后备人才库，加快打造一批年龄、岗

位分布结构优化的核心技能型人才。

“人是我们的根本。什么是茅台最宝贵

的财富？不是基酒，而是我们 4.3 万名职

工。”丁雄军说，下一步茅台将制定“揭榜挂

帅和赛马制度”，用丰厚的奖励激励专业技

术人员科研攻关，同时还要完善技术职务

晋升通道，让技术人员有机会、有平台、有

待遇。

“茅台工匠”获奖代表，制酒 27 车间 18
班酒师张映超在发言时回忆道，十年前刚

从业时，自己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干一行爱

一行，把传统酿酒工艺学通学精。

正是因为有众多像他一样怀着极强责

任感，不断刻苦钻研的生产一线职工，才奠

定了茅台成为中国白酒头部领军企业和世

界蒸馏酒第一品牌的地位。

匠人易得，匠心难修。进入新时代，茅

台工匠们在专注与坚守中勤勤恳恳地工

作，默默无闻地奉献，用匠心成就经典，以

万千锤而铸一器的执着酿造大国佳酿。他

们执着与努力、热爱与付出、追求与卓越，

在平凡的岗位上，演绎了丰富多彩的人生，

书写了激励人心的匠心传奇。在追求极致

中实现了茅台人的人生价值。

据了解，茅台目前建成了以院士工作

站、大师工作室、茅台学院等平台为核心载

体，正以“工匠八步”为主要手段，“送出去”

和“引进来”有机结合的技能人才培养体

系，不断壮大人才队伍。

在“五匠质量观”中，匠人是根本，匠器

是支撑。

丁雄军的讲话稿中，第一次提到“匠

器”这个概念。所谓“匠器”，就是生产质量

管理的标准支撑和技术支持———这是茅台

提升生产质量管理现代化水平，持续赢得

未来竞争的关键一环。

谈到这个话题，丁雄军说，茅台的质量

管理水平实质上代表了茅台的最高管理水

平，茅台的质量标准也必须是最高标准。

“要对标国际、国内、行业的最高标准，对现

行标准进行全面梳理和升级。”

丁雄军认为，标准要创新突破。茅台的

“神秘”尚未完全解读，诸如口感、观感、闻

感等标准很难量化，要在“口传心授”的基

础上，充分利用最新的科研成果和技术手

段，建立茅台特有的“知识库”，将隐性标准

具象化，指导生产工作开展。

技术进步与创新，占了丁雄军讲话较

大篇幅。他说，经过多年发展，茅台的技术

创新已有较好基础，但距离世界和国内一

流还有一定差距，在新时代，技术创新能力

必须成为茅台的核心竞争力，“这是确保茅

台行稳致远和基业长青的关键。”

“我们现有科研场地和科研设备远远不

能满足，要不遗余力加大科研投入。”丁雄

军表示。“把钱花在刀刃上，对茅台来说，这

就是刀刃。”

丁雄军强调，迈向新时代，我们要坚定

对质量的信心、信念和信仰，不断凝聚起在

新征程上劈波斩浪、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不断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要秉持

五匠质量观，酿成一瓶让人一见倾心、一闻

赏心、一品沁心、一念醉心、一生忠心的茅

台酒。

发言结束时，丁雄军与他的同事们分

享了三句话：“欲与天公试比高，对质量有

信心”，“任尔东西南北风，对质量有信念”，

“直挂云帆济沧海，对质量有信仰”。

茅台质量管理迈入“高质量时期”
茅台集团2022年度生产·质量大会召开

荫全体参会人员作承诺宣誓

荫“ ”字样的拱门展示了茅台 年来的生产质量大事件

荫丁雄军讲话

荫李静仁主持会议

荫与会领导为第二届第一批“茅台工匠”颁奖 荫与会领导为 届优秀师徒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