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10业 界A3
CONSUMPTION DAILY 实习编辑:贾淘文

继 2021 年除夕苏州稻香村亮相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时隔一年，今年
除夕夜苏州稻香村品牌宣传再次登
上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与全球华人
共同迎接虎年的到来。

作为在海外打拼多年的中国传
统糕点品牌，苏州稻香村深刻地意识
到，小小的糕点不仅是口中的绝味美
食，更是心中的文化符号。它一路漂
洋过海，给漂泊异乡的同胞带来家的
味道，也向外国友人传递着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

乘风“出海”海外市场颇具规模

苏州稻香村作为中式糕点的代
表品牌之一，不但坚持复兴传统中式
糕点，还致力将“中国味道”送出国
门，香飘全世界。

2006 年，苏州稻香村开始在海外
积极进行市场调研。2009 年以前，苏
州稻香村已经完成了数十个国家的
商标注册，为海外发展提供了知识产
权有力的“保护伞”，也为苏州稻香村
的 海 外 发 展 奠 定 了 坚 实 的 基 础 。
2013 年，苏州稻香村正式成立海外事
业部，乘千年古道“一带一路”之风，
不断在海外市场取得新的突破。多
年来，苏州稻香村一直致力于整合全
球优质资源，在更高层次、更深程度
上积极参与国际循环。

经过 16 年的不断开拓，其海外业
务现已颇具规模。在苏州稻香村现
有的 10 个生产加工中心中，有 6 家工
厂具备出口生产资质，产品已经出口
至以美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澳
大利亚等 40多个国家及地区，东南亚
和南美洲市场也在积极拓展中。

为了顺利打入海外市场，苏州稻
香村认真研究各国法律法规及食品
标准，努力提高生产工艺和产品质
量。在尊重各国居民文化背景和生
活习惯的前提下，积极进行本土化创
新，力求融入当地饮食文化。

在不断的产品创新和文化传播
下，苏州稻香村的“国际版图”不断扩
大。2015 年，苏州稻香村的中式糕点
漂洋过海出口至加拿大；2016 年，签
订中德两家企业的互惠战略合作协
议；2020 年，稻香村集团海外出口整
体增长 60%；2021 年，其出口业务实

现了 80%的巨幅增长，其中月饼出口
增长了 70%。

以“中国味道”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苏州稻香村作为中华老字号的民族
品牌，积极响应号召，不仅将自己的
传统工艺进行了有力传承，更是将我
们的民族口味弘扬海外。

苏州稻香村始创于清乾隆三十
八年 (1773 年)，最初在苏州观前街设
稻香村茶食店，这就是最早出现的稻
香村。2006 年，稻香村被商务部认定
为首批“中华老字号”；2009年，“稻香
村苏式月饼技艺”被列入江苏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百年以来，苏
州稻香村形成了一套严格的技艺传
承体系，一直有着清晰的师徒技艺传
承谱系。从可追溯到的传承人吴金
棠到目前第六代传人艾满，造就了苏
州稻香村从未间断的手艺传承，也积
淀出中华老字号的独特内涵。

如今，苏州稻香村不仅在中华大
地上枝繁叶茂，更成为传播中国文
化 的 美 味 使 者 ，奔 向 世 界 各 个 角
落。然而，要想在异国他乡生根、开
花、结果，就必须找到新载体，充分
了解和尊重当地的生活方式，这样
才更容易被接纳，让民族的真正成
为世界的。

在稻香村集团总裁周广军看来：
“品牌和产品的背后是千变万化的中
国美食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地‘走进去’，
不断地‘融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国
外消费者通过我们的努力逐渐了解
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周广军所说的“融入”，不只是产
品 的“ 融 入 ”，更 是 中 国 文 化 的“ 融

入”。
在澳大利亚市场，苏州稻香村依

据当地消费者习惯改良后的“玫瑰鲜
花饼”常常引发“抢购”热潮，中式糕
点的匠心独运，让海外友人赞不绝
口。稻香村成功融入海外市场的过
程中，“三个尊重”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一尊重食材，第二尊重传承，第三
尊重消费者。尤其是第三个尊重，不
拘泥于过往，及时适应消费者、消费
渠道及消费行为的变化，以消费者为
中心和导向，是开拓海外市场的制胜
法宝。

国际品牌估值专家大卫·海格在
品尝了稻香村的玫瑰饼、山楂锅盔、
牛舌饼、鲜花饼等糕点后瞬间被征
服，难以置信地说：“怎么这么好吃，
完全符合欧洲人的口味，我要把它们
带回去，给家人和朋友们品尝。”

大卫对苏州稻香村糕点的喜爱
不是个例。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
深入，越来越多“一带一路”周边国家
的留学生、媒体甚至是外交人员关注
到稻香村品牌，主动对稻香村品牌及
产品在本国进行宣传。

作为百年中华老字号，稻香村的
“走出去”表明中国品牌、产品的国际影
响力在不断攀升；而它的“走进去”，则
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正在被海外消费
者关注和认同。这既是民族企业的成
功，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彰显。

未来，苏州稻香村将继续运用创
新理念、网络大数据，以及食品工业
前沿科技成果对海外市场进行细分，
充分、合理地分析海外市场需求，加
快发展跨境电商与跨境门店，将更多
优秀的中式糕点推向海外，成为国际
流行的美食，香飘世界，将中国文化
传播得更加“有滋有味”。

（桂大成）

本报讯 （记者 樊春勤）1 月
24 日，华山论剑西凤酒关爱一线
医务工作者、农民工及城乡弱困
群体物资捐赠暨全省春节送温暖
慈善联合行动、“暖冬迎春”西安
启动仪式举行。

此次活动由陕西省慈善协会、
西安市慈善会及华山论剑品牌管
理有限公司主办。活动现场，华
山 论 剑 品 牌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将
11000 份总计价值 832.7 万元的特
制礼包捐赠给陕西省慈善协会，
这份诚意满满的礼包既有琳琅满
目的年货，还有文化名家特意题
写的春联、福字，以及企业写给抗
疫 一 线 工 作 者 和 农 民 工 的 一 封
信，承载着深深的敬意和祝福。

陕西省慈善协会会长吴前进
发表讲话，对华山论剑品牌管理
有限公司的慈善义举给予高度赞
扬和充分肯定，他表示，多年来，
华山论剑西凤酒始终不忘履行社
会责任，持续开展大量的公益慈
善活动，为公益慈善事业做出了
重要贡献。在这次西安疫情防控
的关键时刻，组织开展了“华山论
剑与您在一起”系列公益捐赠活
动，先后向多地抗疫一线工作人
员捐赠防护物资。如今，华山论
剑又向慈善协会捐赠价值 832.7万
元的物资，向人们传递了“美酒敬
英雄”的社会正能量。

华山论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董小军说：“‘华山论剑，

中国精神。’源于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侠义精神，一直是企业
爱党爱国、与人民同心同行的文
化基因。正因为这种基因，我们
始终牵挂着为战胜这场疫情勇毅
前行的平凡英雄，关心着这场疫
情中默默坚守的农民工兄弟，希
望以持续的捐赠表达华山论剑人
的爱心和敬意。目前，在陕西省
慈善协会的大力支持下，华山论
剑已累计设立近亿元公益基金，
持续开展了数百场助学、筑巢、
助军、医疗等社会公益活动，未
来也将在仁爱精神的感召和鼓舞
下，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不
断 扩 大 爱 心 队 伍 ，拓 展 爱 心 资
源，将仁爱传到大街小巷，将温

暖送进千家万户。”
据了解，此次活动物资交接工

作，由陕西省慈善协会、西安市慈
善会指导组织，华山论剑品牌管
理有限公司高管带队组成的五支
爱心队伍分别将物资送达三大系
统: 公安系统、医疗系统、农民工
系统，其中涉及各区公安分局、特
警支队，六家市级三甲医院、三家
医疗单位以及西安城六区的农民
工及弱困群体。

企业的大爱情怀、品牌的善行
义举得到了各级单位高度认可和
赞誉。此次捐献，是华山论剑西
凤 酒 多 年 来 践 行 仁 爱 文 化 的 坚
持，也是一个企业有担当、有社会
责任的良好风范。

107年前，高粱汾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甲等大
奖章；98 年前，汾酒申请注册了中国白酒业的第一枚商
标；92年前，汾酒成为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白酒企业集
团公司；5年前，汾酒集团签署了山西国企改革首份“军令
状”……

一个月前，汾酒新任董事长袁清茂走马上任，并立志
要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奋斗者的姿态、奋斗者的雄心、
奋斗者的毅力，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拼劲，和“绵绵用
力久久为功”的韧劲，在汾酒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上彰显新担当，展现新作为，谱写新篇章。

品牌为王 重树品牌地位

自国企改革“军令状”签署之日起，汾酒集团便开启了
对全国市场的布局，至 2020 年，汾酒省内收入占比已从
59.17% 下 降 至 43.30% ，省 外 占 比 则 从 40.83% 上 升 至
56.70%，全国亿元以上市场从 8个增长到 28个，经销商数
量从最初的不足 1000 家增长到 2944 家，呈现出全国遍地
开花的良好态势，汾酒整体品牌影响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最新发布的业绩预增公告上，汾酒表示预计 2021 年年度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34 亿元—55.42 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1.55 亿元—24.63 亿元，同比增长
70%—80%。

2021年前三季度，汾酒营业收入在酒类上市公司中排
名第四位，净利润排名第五位，两项数据与排名第一位茅
台和第二位的五粮液仍然存在一定距离，而与其实力相当
的洋河、泸州老窖等多家品牌酒企近年来发展也整体向
好，因此处于“前有标兵、侧有群雄、后有追兵”的境地。

所以袁清茂认为，汾酒的“复兴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他表示，“十四五”末汾酒要进军白酒行业第一阵营，实现

“三分天下有其一”，重树“汾老大”的品牌地位。而要实现
这个复兴目标，汾酒就必须要在“速”“量”“质”三个方面都
保持增长。

汾酒还提出，要坚定不移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
持增强战略定力，提升战略管理能力，建立战略闭环管理
体系，不断提高品牌价值，坚持中高档酒发展定位，持续
推动全国化市场布局，高度重视国际市场，蹄疾步稳，久
久为功，为汾酒走向复兴打下坚实基础。二是坚持深挖
文化内涵。坚持中国酒魂战略定位，在“深挖”和“活化”
上继续下功夫，不断挖掘文化内涵，丰富表现形式，让文
化变得有血有肉、鲜活可感。三是坚持深化企业改革。
汾酒要深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抓好基
础管理、系统协同、民生保障等改革举措的完善和落实。
特别是要加大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的力度，进一步强化
人才激励机制，激活主体活力，以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助力
汾酒发展。四是坚持强化风险防控。要健全国内外经
济、行业形势分析、研判及应对的常态化机制，构建相互
融合、协同高效的内控监管制度体系，以卓越的公司治理
将汾酒品牌擦得更亮。

“当前，汾酒品牌已经到了爬坡过坎的关键突破期，品
牌力能否充分彰显，直接影响着汾酒的发展质量。说到
底，品牌是汾酒加速发展的落脚点和着力点，下一步，要强
化品牌引领，苦练内功，乘胜追击，乘势而上，向更优结构、更好效益、更高质量进
发。”袁清茂表示。

一“旧”一“新”打造一流品质

进入紧张而又有序的汾酒生产车间，会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感受。“新”与
“旧”在这里实现了完美融合、和谐共进。

所谓“旧”，体现在酿酒生产线上，传承千年的传统酿造工艺依旧应用于酿酒
环节，这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酿酒工艺，也是中国传统白酒酿造的正宗血脉。
2006年，杏花村汾酒酿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
年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杏花村汾酒酿制技艺曾代表“中国品质”登
上国家展台。汾酒“清蒸二次清、一清到底”的工艺特点造就了其“清、爽、绵、甜、
净”的独特风格。

所谓“新”，体现在检验和封装线上，汾酒成装线采用了白酒业中先进的全自
动生产流水线，提高了包装效率。同时为了打通包装彩印这一产业链的关键一
环，去年 9月，汾酒包装彩印基地正式投产。汾酒包装彩印是目前汾酒集团各大
板块中现代化、智能化程度最高的，将肩负起数字化信息化转型的重大责任，肩
负起汾酒品质自信诚信经营的重要任务，肩负起践行汾酒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崛
起的使命担当，为汾酒改革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支撑。

而这一“旧”一“新”，不仅共同打磨出了汾酒的优良品质，同时也是汾酒践行
“酿好酒、储老酒、售美酒”经营理念的最好实证。

袁清茂认为，提升汾酒品质，几乎可以体现在汾酒全产业链条的每一步流程
当中。一是要抓好扩容优质原酒。统筹做好原酒产能储能规划，持续提升原酒
产量和储量为汾酒品牌塑造打牢坚实基础。二是要抓好管控全产业链。加大从
田间到餐桌全过程、各环节的管控力度，用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坚守匠心精神，确
保产品始终带给消费者卓越的清香体验，用品质美誉度提升品牌忠诚度。三是
要抓好管理提升。持续深化国企改革，立足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
构；持续深化数字、数据化管理，着力推动管理信息化、营销数字化、供应链网络
化，进一步推动管理变革，流程优化；持续深化绿色低碳发展，把握国家“双碳”发
展趋势和要求，对能耗结构进行统筹布局，推广运用新能源、新技术，确保生产工
艺和生产园区绿色、低碳。

推进国际化布局 秀出“国际范儿”

在满溢着文化气息的汾酒博物馆，陈列着两件年龄不足一岁的“新”展品，一件
是汾酒与丹麦的爱顿博格全球联名推出的“汾酒酒心巧克力”，另外一件是亮相于第
四届进博会，与格鲁吉亚联合发布的“中格联名酒”。

与博物馆里的其他展品有所不同的是，上述两件展品具备浓浓的国际范儿，它
们不仅是汾酒打入国际市场的标志性产物，还是汾酒开拓国际化创造的成果。“未来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走国际化路线，加强与国外知名企业的合作。我相信汾酒博物馆
里也会“上新”越来越多的新产品，讲述越来越多的新故事。”袁清茂称。

实际上，近些年来汾酒一直在积极推进国际化布局，深入开展“汾酒全球行”“中
国汾酒、畅享全球”等系列活动。例如前不久的迪拜世博会上，汾酒就设置了专门的
展区，邀请世界各国的参会嘉宾共享中国汾酒，并获得了与会嘉宾的广泛赞誉。

袁清茂表示，接下来汾酒还将继续开拓海外市场，紧跟国家“一带一路”和山
西省“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步伐，聚焦亚太市场，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和RCEP 带来广阔市场机遇,积极开拓东盟国家市场，坚持不懈培育当地消费群
体，进一步寻求海外增量，持续提升汾酒国际品牌形象。

同时，汾酒在产品结构优化方面也在不断创新，根据市场变化进行灵活调整
与探索实践。

袁清茂表示，从近年来看，随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中高端白酒的销
售增速远高于其他价位段的表现，中高端价位的白酒销售规模在进一步拓展，而
汾酒主打的青花系列就处于中高端价位带，名酒企业都在积极布局中高端领域，
部分地产酒龙头以升级产品形式进入中高端，比如洋河、剑南春、古井贡酒、舍
得、今世缘以及现在大热的酱香品类，都在发力此价格带，这就是“红海市场”的
搏击。所以中高端价位带的占位，就是必须强起来、立起来的发展线，是让不得、
退不得的生存线，是汾酒不能丢、也丢不起的阵地线。 （高煜荣）

苏州稻香村再次点亮美国纽约时代广场

中国品牌与世界共迎新春

总价值832.7万元，11000份特制礼包“暖冬迎春”

华山论剑西凤酒春节送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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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 1986 年的隆力奇，从“村
办企业”到“智能制造标杆企业”，36
年来，隆力奇秉持工匠精神，践行民
族企业担当，用强大的智能制造生产
能力，建成生产规模和技术力量领先
的日化产品的研究、开发和产销基
地。

智能制造+自主研发
推进产业迭代升级

隆 力 奇 董 事 长 徐 之 伟 曾 表 示 ，
“对于我们的工厂，我们有底气可以
让任何一个人来参观。”

徐之伟敢如此自信，并不是没有
道理。2006 年开始，徐之伟参观世界
日化前 20 强企业，2009 年开始首期
投资 6 亿元改造升级工厂，打造工业
4.0 智能化生产，以此来提升产品质
量。2015 年德国工业 4.0 首个中国试
点项目落户隆力奇。从那时起，隆力
奇就全面聚焦工业 4.0，探索从制造

到“智造”的强国之路。目前，隆力
奇在四川成都龙泉驿区、江苏南通如
东栟茶、江苏常熟辛庄、非洲尼日利
亚拉各斯市莱基工业园拥有四大工
厂，其智能化 4.0 工厂建设已走在业
内前列。此外，隆力奇还凭借自身强
大的供应链体系、品牌美誉度、渠道
资源、研发能力和品牌力沉淀，吸引
了国际日化一线、二线 100 多个品牌
与隆力奇合作。

为 满 足 客 户 需 求 ，保 障 产 品 品
质，隆力奇先后投资近 5000多万元规
划建成了一流的检验实验室，承担着
公司所有产品的原料、半成品、功效
含量等的检测，做到批批检验，合格
产品方可出厂，确保消费者使用的产
品合格。

坚持守正创新
以匠人之心打造国货精品

作为一家制造型企业，隆力奇坚

持用匠人之心打造产品品质，把工匠
精神融于每一项产品的研发中。徐
之伟表示，市场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
创新力，老企业更要与时俱进。如同
做木匠一样，要琢磨自己的产品，精
益求精的同时更要坚持创新。

隆力奇一直将“为全球家庭提供
健康的生活方式”作为品牌使命，这
一使命离不开持续不断的科研创新
和质量过硬的产品，隆力奇蛇油系列
产品就是其中之一。蛇油护手霜、蛇
油膏这些在 20 世纪 90 年代风靡上海
滩的经典产品，历经岁月沉淀，依旧
广受好评。近年来，隆力奇全新推出
的蛇油棒也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
平台被疯狂“种草”。

超5亿元回馈社会
以实际行动践行企业担当

作为对社会的“反哺”，隆力奇一
直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感恩的心

态回馈社会，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关
心弱势群体。

隆力奇发展 36 年来，始终把“为
全球家庭提供健康美丽的生活方式”
视为使命，把回报消费者、回报社会
作为企业的发展目标。为更好地反
哺社会，践行企业社会责任，隆力奇
设有爱家眼科基金、助学圆梦基金、
精准扶贫及文体公益基金三大隆爱
基金。截至目前，隆力奇累积捐助超
过 5亿元善款回馈社会。

徐之伟表示，企业是社会的一分
子，回报社会、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
义务，隆力奇的慈善事业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今后，隆力奇将一如既往
地履行社会责任，砥砺前行。

2022 年是隆力奇创立的第 37 个
年头。徐之伟表示，隆力奇将乘势而
上，坚守匠心，开拓创新，提振国货品
牌自信。

（陈 林）

隆力奇以匠人之心打造国货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