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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17日，在绍兴“越酒行天
下”活动现场，多位业内专家学者为绍兴
黄酒产业未来发展献计献策。今后，“喝
黄酒怕上头”的问题，将不再困扰广大消
费者。“年轻化”与“走出去”，将成为黄酒

“出位”的必经之路。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表示，

传统黄酒想要走得更远，必须依赖精细
化、规范化、科学化的酿造工艺。绍兴成
功研发“不上头”黄酒，是黄酒史上的一次
技术革命，将对整个黄酒产业产生重要影
响，也为绍兴重启“越酒行天下”迈出了坚
实一步。

“让黄酒不老，首先要建立起跟年轻
人的沟通桥梁，构建年轻化的消费场景。”
宋书玉指出，黄酒产业之所以体量较小、
增速放缓，很大程度是因为消费群体的老
龄化。因此，在坚守传统的同时，黄酒也
应持续创新，吸引更多年轻消费群体。

对此，绍兴黄酒集团副总经理柏宏
也表示，为了拓展黄酒的消费群体，除了
推出“不上头”黄酒等创新产品外，还将
积极探黄酒与不同菜系的结合，尤其是
与年轻人最爱的川菜、火锅等进行结合。

“很多人认为黄酒酿造就是一门传
统手艺，没有什么高科技元素，但其实，

黄酒是高科技产物，是1420种微生物代
谢的结晶。”国家黄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副主任、江南大学教授毛健认为：“黄酒
酿造工艺涵盖了生物学、基因学等多门
学科，是一门值得深入研究的综合学
科。我们都知道黄酒‘后劲大’，是什么
原因造成的呢？又该如何解决？这些都
需要科技赋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科研
攻关组对酿酒工艺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
酿造环节削减了黄酒酒体中的“上头”物

质，同时，又通过数字化技术优化了陈年
黄酒的风味。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校长陈
卫表示，目前，绍兴虽然已经有黄酒小镇
这一综合展示平台，但就黄酒全行业发展
而言，还是缺少品牌运营、技术研发、现
代物流、产业拓展等通用性、公共性、开
放性平台。绍兴要做大做强黄酒产业，
应以大产业思维进行战略定位，拓展产
业格局，培育新型业态。例如，上游打造

原料基地、观光旅游，下游延伸文创、康
养、包装、物流、餐饮等，把“东方酒都、风
雅绍兴”作为绍兴城市形象定位，在城市
经营中融入黄酒文化元素。

陈卫呼吁，要讲好黄酒故事，复兴黄
酒产业。一个比较好的抓手是绍兴的黄
酒小镇，也许能联合各黄酒企业的力量，
提升黄酒产业链。今年 6月，绍兴黄酒
小镇开发项目投资合作启动，越城区人
民政府与北京融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深融文旅投资（深圳）有限公司签订黄酒
小镇开发投资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绍
兴黄酒小镇将以“世界级黄酒品牌标杆、
中国黄酒文化复兴高地、中国黄酒产旅
数字融合典范”为总体目标，激活“酒经
济、旅经济、夜经济”，再现“醉里水乡、戏
里水乡、梦里水乡”的生动场景。该项目
将围绕花雕里、越红里、溇台里三大板块
进行开发建设，总投资达到320亿元，总
建筑面积超100万平方米。黄酒小镇一
期将于 2022年 9月亚运会前建成开园。
黄酒小镇所在的东浦古镇，是绍兴黄酒
的发祥地之一。鼎盛时期，东浦古镇拥有
酒坊530余家，年产黄酒三万余缸，占绍
兴黄酒总产量三成以上。

（文 宗）

今后，绍兴黄酒出口欧盟将变得更
顺畅。

近日，中欧领导人宣布，正式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地理
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协定主要规定
了地理标志保护规则和地理标志互认
清单等内容，纳入双方共550个地理标
志（各275个），涉及酒类、茶叶、农产品、
食品等。中国第一批100个知名地理标
志将在协定生效后立即获得欧盟的保
护，第二批175个地理标志将于协定生
效后4年内获得保护。

据悉，首批来自欧盟和中国的各

100个地理标志中，涉及酒类方面一共
有85个。其中，中国地理标志涉及酒类
的有11个，“绍兴酒”“茅台酒（贵州茅台
酒）”“五粮液”等名列其中。这就意味
着，绍兴酒地理标志已在欧盟获得保
护。从此，“绍兴黄酒”可“大步”走向欧
盟。

作为“黄酒之都”的绍兴，是中国黄
酒的发源地和世界美酒产区。2000年1
月31日，绍兴酒被公布为中国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成为我国首批原产地保护产
品。

绍兴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陈

皆烨告诉记者，欧盟国家与我国交往越
来越频繁，关系越来越紧密，出口欧盟国
家的绍兴产品也越来越多。中国拥有完
善的地理标志系统，绍兴酒因是中国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欧盟国家可通过这一
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认识绍兴黄
酒的特色价值，从而进一步认识绍兴。

地理标志是表明产品产地来源的
重要标志，其他国家和地方无法使用受
到地理标志保护的商标。绍兴除了绍
兴酒业协会承认的14家黄酒企业的产
品可以叫“绍兴酒”，别的黄酒企业的产
品都不能叫“绍兴酒”，只能叫黄酒。欧

盟将阻止对地理标志产品的假冒和伪
造，依法保护“绍兴黄酒”。

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孙爱保告诉记者，中欧签署地理标志
保护与合作协定，这对绍兴黄酒来说，是
一个十分利好的消息，它有利于提升绍
兴黄酒在世界的影响力，也使“越酒行天
下”有了更好的机遇。绍兴酒是首批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黄酒企业要利用这一
机遇，尽早布局，加大力度让绍兴黄酒走
向欧盟市场，走向“一带一路”国家，让绍
兴美酒获得更多的国外消费者认可。

（浙 报）

白酒行业风生水起，红酒行业抢占先机，黄
酒行业却沉寂多年，处于固守的劣势，这让黄酒
企业的负责人们感到了不小的压力。绍兴黄酒
业如何振兴？如何选择突围路线？

日前，在振兴黄酒产业座谈会上，黄酒企业
负责人纷纷亮出“锦囊妙计”，他们审时度势、蓄
势待发，一条绍兴黄酒突围之路，在黄酒企业内
趋向明朗。

形成高端酒矩阵 得年轻人得天下

“中国黄酒产业的发展，需协会、产区政府和
酒企三方联动，引领产区整合资源打造产业集
群、区域龙头品牌，拉动提升产业链价值，培育美
酒产区向更良性、更高质量发展。”中国绍兴黄酒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爱保对美酒产区的培育
十分重视，他认为，美酒和产区不可分割，要树立
更高的规划目标引领行业发展。他建议，到“十
四五”末，全国黄酒行业营收要突破 500亿元。要
实现如此突破，绍兴黄酒既要崇本守道、传承古
法，更要老有所新、老有所创，通过建设美酒产
区、推广工坊黄酒、重构标准体系等途径，构建中
国黄酒品质价值表达新体系。黄酒企业要深入
推进关键工序智能化、生产控制自动化和供应链
优化，推动整个产业科技创新、工艺创新和管理
创新，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绍兴黄酒如何突围？孙爱保认为，首先必须
走中高端路线。以古越龙山为例，要致力打造百
元以上三大系列（青花、不上头、国酿）、九个产
品。进入新时代，绍兴黄酒必须建立起黄酒与当
代消费者的广泛链接、情感共鸣。

孙爱保认为，“得年轻人得天下”，绍兴黄酒
要加快从产品、包装、传播、营销等方面入手，紧
跟时代消费潮流，适时推出迎合年轻消费者的黄
酒新品，积极融合“黄酒场景化营销”，打造新零
售模式，以场景引发年轻人共鸣。“只有把年轻人
吸引到黄酒的消费群体中来，黄酒的未来才更有
希望。”孙爱保说。

利用创新谋突破 跳出黄酒看黄酒

黄酒行业受众范围小，中小企业用价格战求
生存，大品牌被小品牌拖累，利润、毛利率低，导
致黄酒不能进行多渠道运营，这是行业规模及业
绩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黄酒企业走智能化酿造的道路，是大势所
趋，是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会稽山绍
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虞伟强认为，手工酿
造、机械酿造、智能酿造等酿酒方式异曲同工，都
可以酿出好酒。在保持黄酒传统、追求酒的高品
质过程中，选择性价比高的智能化酿造手段，是
企业有效突破的途径。这有利于绍兴黄酒行业
的集群发展、抱团发展和快速发展。

在虞伟强看来，黄酒企业已经到了“跳出黄
酒看黄酒”的关键时候。在行业标准上，不要将
自己框死在绍兴黄酒标准里，要顺应市场消费趋
势，适度放宽绍兴黄酒产品标准，增加绍兴黄酒
大众化的属性，为绍兴黄酒品种多元化腾出发展
空间；在产品衍生上，要适时开发糟烧白酒等副
产品；在产品开发上，求大同存小异，打破年份酒的传统观念，以提高饮酒舒
适度为原则，让绍兴黄酒品类多元化，让更多人成为绍兴黄酒的忠实粉丝。

绍兴黄酒目前走不出“江浙沪”的核心问题，主要是黄酒的营销模式仍
难以有效突破。黄酒营销仍局限于经销商为主，模式单一。虞伟强说，黄酒
还处于低价竞争阶段，低价销售带来了“卖的没有钱可赚、买的觉得没面子、
企业没有效益”等系列问题。白酒企业有成千上万的市场推销人员深入终
端，帮助经销商开展产品一线推广，黄酒企业营销队伍规模较小，市场推广
投入力度不大，导致黄酒核心市场被白酒等酒业抢占。

重视人才队伍建设 色香味用数字说话

浙江塔牌绍兴酒有限公司董事长缪育平认为，首先要建立黄酒价格体系
标准，色泽香味要以数字化来说话，用数字化提升传统工艺；黄酒行业要像
白酒、红酒一样，建立核心竞争力，这是讲好故事的基础；黄酒行业要坚持创
新而不是模仿，要重视人才队伍建设。目前，黄酒行业最大隐患是员工工资
太低，工资低，人才留不住，产品做不好，就不可能创新。

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志明提出，绍兴黄酒亟须破“圈”，这
就要用“第三只眼睛”看黄酒，要走出黄酒看黄酒，让黄酒有一种“似山不是
山、不似酒且是酒”的意境。要做到消费对象年轻化，消费场景专属化，头部
品牌产品高端化。胡志明认为，黄酒价值回归必须重整价格体系，必须重建
价值支撑点，必须改变黄酒的消费习惯。

黄酒产业发展因消费市场区域性太强导致市场拓展艰难；行业无序竞争
导致价格偏低、价值被低估；思维定势导致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含量不高，缺
乏时尚元素，难以吸引年轻消费者。中粮孔乙己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
建江建议，要努力拓展绍兴酒的消费新市场，培育国际国内知名品牌。

（周能兵）

“越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被称为
黄酒小镇的浙江绍兴东浦自古就有十里
闻酒香的美誉。在这里，黄酒不仅是一种
饮品，更是一条产业链，带动当地经济、旅
游蓬勃发展。

位于东浦小镇老街的东浦酒馆是一

个以”美酒+美食”模式经营的酒馆，店内
出售的酒多为传统酒、手工酒，游客们在
喝到原汁原味东浦酒的同时还能体验到
传统酒坛吊酒。美酒有了，佳肴自然少不
了。东浦河流众多，河鲜是当地的一大特
色。美酒搭配上醉蟹、醉虾、花雕鸡等独

具绍兴特色的菜肴，别有一番风味。
用老板缪卫东的话说，这里卖的不光

是酒，更是文化和情怀。“我们有很多的体
验活动能够让游客了解绍兴传统酿酒的
过程。从一粒米到一壶酒，这个过程不仅
是一种文化，还是一种记忆。”

如果说东浦酒馆的酒受到了男性的
追捧，那绘璟轩的黄酒产品则受到了女性
的青睐。点上一杯丝滑醇厚的黄酒奶茶
或者是酸甜清爽、颜值极高的气泡米酒，
约上三五好友，谈天赏景，愉快地度过一
下午，如此惬意的生活是当下年轻人的最
爱。

绘璟轩以“黄酒+”跨界，占领衍生产
业新高地，通过黄酒产品创新，积极开发
各类黄酒食用、日用衍生品，拉动旅游消
费。老板吴徽告诉记者，绘璟轩不光是游

客的打卡点，更是一个别样生活方式的体
验地。绘璟轩后续还将推出黄酒巧克力、
黄酒牛轧糖等商品，让游客酌完小酒后还
可以为亲朋好友带去一份小小的伴手礼。

随着黄酒产业链的衍生，下一阶段，
黄酒小镇将结合溇台里、越红里、花雕里
三大板块，推出古镇文化体验、黄酒特色
体验、水乡农耕体验等特色游活动。真正
做到让产业与文化翩然起舞，碰撞出灿烂
的火花。

东浦黄酒小镇管委会副主任方霖表
示，接下来，小镇将围绕“大绍兴、大黄酒、
大文化、大旅游”的建设思路，融合三大板
块，进一步推出特色游活动，努力打造“醉
里水乡、戏里水乡、梦里水乡”的文化旅游
目的地，演绎“世界黄酒之都，绍兴城市封
面”的新形象。 （陈漪楠）

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黄酒已有 2700
多年历史，在向现代产业转型过程中，当
地从卖黄酒到卖文化，从小作坊到民俗
村再到黄酒特色小镇：黄酒博物馆、工艺
酒窖、特色民居、花田酒溪生态康养、休
闲度假、避暑山庄……在文旅融合、农旅
融合中，房县黄酒走上了现代工业化之
路。

房县县委书记蔡贤忠表示：“我们的
目标是到 2049年把房县黄酒打造成百
亿元级大产业。”此前，他曾经多次走上
几大电商平台，为黄酒站台吆喝，直播带
货。

产业升级“三把火”
2014年，房县黄酒被县委县政府确

定为脱贫致富主导产业。但是，因为土
法上马，家家户户小作坊，产品无标准、
无检测，只能在家门口摆卖，难以进商
超，更难在电商平台售卖。

2017年，县委县政府在充分调研的
基础上，对培育做大做强房县黄酒产业
烧了“三把火”，把房县黄酒热起来了。

第一把火，统一标准。对黄酒小作
坊的生产设施、制作工艺、安全标准进行
界定与规范，对达标作坊颁发《小作坊食

品生产许可证》。从业人员要参加黄酒
酿造技术培训，还要有健康证；生产车间
需有防鼠、防蝇、防尘等措施。土城村全
村有106家黄酒作坊办了证。

房县探索出“大证管小证、一证管多
坊”模式，让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小作坊加
入合作社，其原料、酿造工艺、酿酒器具、
质量标准、包装标识、品牌宣传以及产品
定价都须接受合作社统一管理，小作坊
的主要生产车间里安装高清摄像头，监
控生产全过程；县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在
合作社设立黄酒质量检测分中心，产品
检验检测全覆盖。

第二把火，科研创新。“世界上有三
大发酵酒，啤酒、葡萄酒和中国黄酒。啤
酒全球年产 2亿吨，葡萄酒年产 2600万
吨，唯有中国黄酒年产仅 175万吨，这与
其几千年的传承不匹配。有短板，就得

补，需要聚力攻关。”说起黄酒，房县黄酒
产业局副局长谢逾群颇为惋惜。

第三把火，顶层设计。县委县政府
制定黄酒中长期发展规划，成立黄酒和
发酵产业领导小组，组建全国第一家

“黄酒产业发展中心”。
深山酿出脱贫酒

今年 49岁的鲜艳家住房县土城镇
土城村。18 岁起，她跟随父亲学习酿
酒。凭借着好品质，鲜艳的酒坊越做越
红火。去年，她的黄酒生意收入超过 70
万元。自己的生活好了，鲜艳也没忘记
身边的乡亲。她不仅带动身边 200多户
农户经营酒坊，还主动吸纳当地贫困户
到自家酒坊“上班”。

2015年，瞿万江家被识别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2016 年在驻村工作队帮扶
下，申请贴息贷款 10万元，办起了酿酒

作坊。“传统的酿酒工艺，只能在农历九
月初九开始酿酒，保存时间也有限。通
过湖北工业大学技术指导，常年酿造得
以实现，保存的时间也延长了。”瞿万江
每年生产 3万余斤黄酒，年收入 30余万
元。如今，瞿万江从贫困户变成了产业
大户。

据介绍，土城村上半年黄酒产量突
破 200万公斤，预计今年销售收入 7500

万元，带动 34户贫困户 109人脱贫。房
县黄酒年销售收入 20万元以上的专业
大户 500余家，黄酒规模加工企业 4家，
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企业 2家，庐陵王
酒庄、忠和酒业和神农泉黄酒年均产能
都突破 5000吨，房县黄酒从传统作坊式
生产走上了工业化规模生产之路。

融合发展朝气升
中国酒业协会黄酒分会副理事长、

中国酿酒大师于秦峰说，房县黄酒产业
与诗经文化浑然一体，从黄酒村、黄酒
镇，到黄酒博物馆、黄酒研发基地，再到
黄酒产学研，构成了房县黄酒的大格
局。如何将房县黄酒产业做强做大，于
秦峰认为，应将黄酒产业发展与美丽乡
村建设、康养旅游结合，细化百亿产业发
展目标与规划。

房县地处中国地理中心，兼具中国
四大物种基因库，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
环境和酿造美酒必需的气候优势。酿造
房县黄酒须具备“五要素”，即：神农架山
系和境内青峰山断裂带的优质泉水，生
长周期长达半年的高海拔地产糯稻，当
地独有的蓼草酒粬，传承千年的古法酿
造工艺，神秘的北纬 32度地理气候环境
和不间断酿造传承孕育的微生物群落。

房县以黄酒村、黄酒小镇为核心的
花田酒溪景区，投资近 1200万元。两年
多时间，共举办 36场次的乡村庙会、年
货节、黄酒节、啤酒节、摄影采风节、老年
模特大赛等各种活动，先后接待 17万游
客来到花田酒溪,房县黄酒民俗文化村
也被评为AAA级旅游景区。

（堰 文）

出了苏浙沪，没人喝黄酒？

“不上头”助力越酒“行天下”

“三把火”烧热“老酒缸”
湖北房县打造百亿元级大产业湖北房县打造百亿元级大产业

绍兴酒纳入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

越酒产业链带动经济旅游越酒产业链带动经济旅游““双发展双发展””
通过产品创新通过产品创新，，积极开发各类衍生品积极开发各类衍生品，，拉动旅游消费拉动旅游消费

章章 淳淳//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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