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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宜宾生活了一辈子的刘友金，
了解宜宾，了解白酒，了解五粮液。

作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
界粮农组织定义为“地球同纬度最
适 合 酿 造 优 质 纯 正 蒸 馏 白 酒 的 地
区”，宜宾适合酿好酒，有大大小小
300 多家酒厂，但为什么只有一个五
粮液？

刘友金说，酿酒是个系统工程，从
原料进厂到磨粉、制曲、酿酒、勾兑、包
装，是一个严格的过程，一个环节出问
题整批酒的质量都会受影响。

要做好白酒，需要品牌、人才、资
金，三者缺一不可。“一个好的品牌，根
本靠品质，而品质靠工艺，工艺靠人
才，人才的操作技能决定了酿酒品
质。”一些酒企挖五粮液的班长、车间
主任去公司，但他们招聘的只是单方
面人才，而不是综合人才。这种不求系
统工程的做法，简单炒作五粮液人才，

酿不出好品质白酒，可以算是“误入歧
途”。

“白酒行业就像军队，班长、排长、
连长很多，但将军很少，从某种意义上
说，宜宾白酒产业也缺酿酒帅才。”刘
友金说。

现在白酒界流行机械化、智能
化，但刘友金认为，要慎重。他说，浓
香白酒是传统工艺，很讲究自然条
件，固态白酒，要遵循微生物的规
律，科学使用它，要满足工艺路线，
该传统要传统，该现代要现代，不能
一概而论。

刘友金认为，五粮液酿酒是传
统工艺的产物，不是现代技术的产
品，食用酒精可以工业化生产，在设
备里把粮食、酶、酵母、水、温度等参
数设计好操作就行。而固态酿酒不
行，同样的一批粮食、同样位置的窖
池，同样的季节温度，但不同班组产

生的一级酒率不一样，这就是烤酒
工的技艺不一样。正因如此，五粮液
1988 年出台了《工艺文件》，明确工
艺方向和操作要求。

“我经常在周末休息的时间去生
产车间检查，那个时候最能看到真
实的生产情况。”刘友金说，“五粮液
的工人们都严格遵守五粮液的酿酒
工艺，踏踏实实酿酒，好酒率不断提
升。”

每每说起五粮液，刘友金都充满
感情。前几年退休时，有不少酒企要
高薪请他去当顾问，但五粮液需要
他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公司的
返聘，回到五粮液一线，把一生的酿
酒经验，再次奉献给公司。刘友金
说：“我从一个农民进入五粮液，是
五粮液培养教育了我，我对公司感
情很深，无论何时，只要需要，我都
会竭尽所能。”

酿酒大师说酒＞＞

酿酒前辈刘友金
“有儿不进武槽房，熬更守夜命

不长。有女不嫁烤酒匠，半夜三更守
空房。”这首不知从何时开始便流传
起来的打油诗，道尽了烤酒匠的辛
苦。

刘友金尤其能体味这份辛苦。他
是土生土长的宜宾人，在进入五粮液
酒厂之前，挑、抬、打、夯、撬，开山带放
炮，犁田耙田，栽秧打谷抛粮下种，开
沟壮行，河坝里清漂搬筏拖船放船，做
过搬运工，拉过板板车……28 岁才进
五粮液厂，从下苦力的酿酒工干起，到
组长、车间主任，一路做到五粮液酒厂

分管生产副厂长。
成功的背后，是一点一滴的辛苦

积累。一天，刘友金下班回家已是凌晨
一点左右了，为了多学一点酿酒发酵
方面的知识，他坐在马桶上看书，不知
不觉就是4个多小时，直到妻子一觉醒
来喊他，他才从书本里回过神来。

成功的背后，还有自律和责任。
“1981年刚进厂开始烤酒时，一天要抽
2 包烟，我师傅说，要烤好酒，就要戒
烟，不然舌头尝不出酒真正的味道，从
那一年我就戒烟了。”刘友金说，许多
烤酒工也是一辈子不抽烟，勾兑岗位

的女性师傅，一辈子不化妆。
他一直记得，1981 年进五粮液厂

时，厂长在三天培训课上说，五粮液是
传统工艺，工作很辛苦，需要传统作风
才能保证品质，进五粮液工作，要干一
行，爱一行，钻一行。后来，刘友金在后
面又加了六个字——懂一行、精一行。
正因为有这种追求品质的精神和工作
作风，进厂 4年后的 1985年，刘友金带
队的班组，收了 51 坛酒，其中 47 坛是
一级酒，一级酒率近 95%。1986 年，他
带的班组，是五粮液江北扩建车间第
一个交验合格特等酒的班组。

道法自然排在前
与酒打交道近 40年，刘友金总结

出的酿酒经验共十六个字：道法自然、
古今恒通、传承发展、匠心善工。

刘友金把道法自然放在首位自有
他的道理，万事万物都应遵循自然规
律，比如微生物，它是酿酒的主角。酿
造过程中，工人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
给微生物提供合适的条件而已。为微
生物做好服务工作，也要遵循自然规

律。比如酵母菌，最适合的温度是28—
32℃，浓香型白酒酿造最需要的丁酸
菌、己酸菌最适合的温度是30—34℃。
若温度条件不能满足，就会休眠死亡，
同时也会感染酿酒不需要的杂菌，产
生异味，破坏酿酒条件，让酒质量变
差。

因此，为了出好酒，自古以来，进
入夏季，酿酒工人都从白班转成深夜班

生产。因为夜间温度比白天低，有利于保
证质量，更适合酿酒。

酿造浓香型白酒，有句话叫“酒香全
靠窖池老”，意思是说，窖池里的微生物
越丰富酿造的酒就越好。五粮液的一些
老窖池，一克窖泥就含有数亿微生物，产
的酒香浓醇甜净爽，老百姓很喜欢喝。据
刘友金介绍，老窖池一级酒率能达到
70%，而一些新窖池只能达到10—20%。

匠心善工酿好酒

在刘友金总结的经验里，“匠心善
工”虽然排在末位，但却非常重要。

在五粮液，同一批次粮食、同一个
窖池、同样的季节温度，不同班组生产
出的一级酒率也不一样。五粮液有400
多个班组，1000 多个班组长，他们性
格、作风、学历、经历不一样，酿酒水平
也不一样，一些班组产出的一级酒率
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一些班
组只有百分之十几，这是由于工人的
技艺之差。

刘友金告诉记者，酿造好酒，靠的
是工匠精神和技艺传承，这没有捷径。
酿酒有十个要素：粮、糠、水、曲、温、
酸、糟、窖、搞、并，虽然复杂却并不孤
立。五粮固态发酵，是极端工艺、复杂

工艺、出好酒的工艺，需要传统精神和
传统作风，老老实实、脚踏实地。

烤酒有句行话：“生香靠发酵，提
香靠蒸馏”。入窖要求温度是 16℃到
20℃，糟醅要求疏松不糙，这一过程当
中度的拿捏，就需要现场工人根据经
验做出正确判断了。

摘酒环节同样考验技艺能力。刚
出来的酒，需要靠烤酒工品尝，判断先
流出来的是三级酒、二级酒还是一级
酒。摘一级酒，多摘一斤就能多创造近
千元的价值，判断晚了，就流到二级
酒里去了，造成浪费。摘到后面，如
果没控制好，把二级酒流进一级酒
里，又会破坏原本一级酒的质量，弄
不好会全部变成二级酒。这些技艺

是检测设备替代不了的，全凭酿酒
工人的真功夫。

作为顶尖的民族品牌，五粮液极
其重视品质和质量管理。“能产多少好
酒绝不马虎，萝卜就是萝卜，青菜就是
青菜，绝不会拿二级酒充当一级酒。”
刘友金常常告诉员工，要虚心向前辈
学习，钻研技能，用最好的方法酿酒。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做好了就是行
家；重复的事情用心做，做好了就是专
家。”刘友金说，一名好的酿酒师傅，闻
一闻窖房内的香气，抓一把糟醅尝尝，
就能知道酒酿得好不好。在春夏秋冬
不同的季节摊凉糟醅，好的酿酒师傅，
只要看糟醅烟雾，就知道温度多少，何
时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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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友金，中国白酒界
的传奇人物。

1981 年，28 岁的他还
是一个从未接触过酿酒的
农民，进入五粮液，从一线
酿酒工人做起，最后成为
了五粮液高管（原五粮液
酒厂分管生产副厂长），也
成为了中国首届酿酒大
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五
粮液传统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

如今，退休后的刘友
金又被返聘回五粮液集团
作酿酒生产技术专家，用
精湛的技艺，酿造五粮液，
也“锻造”五粮液的年轻
人。

日前，记者见到了这
位酒界传奇人物，听他讲
述了五粮液神秘的酿造过
程和新时代五粮液人的精
气神。

川酒一季度成绩亮眼
规上白酒企业利润同比增36.7%

去年，“川酒”整体规模领跑全国，利润跑
出高增速。今年一季度，这一态势进一步延续。

5月15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白酒产业处
通报一季度“川酒”成绩单，产销两旺，规上白
酒企业营收、利润“双加速”成为关键词。数据
显示，一季度，全省累计生产白酒97.6万千升，
同比增长15%。全省规上白酒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同比增长18.6%，利润同比增长36.7%，较去
年同期分别提高2.5和5.8个百分点。

该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川酒”产业支撑作
用明显，盈利能力不断提升，是全省白酒行业
主动调整发展思路，积极推进白酒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不断擦亮川酒“金字招牌”的成效之
一。从全省41个工业大类行业来看，酒、饮料和
精制茶制造业对全省规上工业的贡献、拉动始
终稳居第一位。一季度，全省规上白酒企业共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61.5亿元、利润 102.9亿
元，相当于全省工业增加值中的6.6%的占比，
却贡献了全省工业16.2%的利润。

高盈利的支撑是什么？名优酒企、重点市
州表现突出。

从名优酒企看，传统“金花”依旧表现
抢眼。一季度，五粮液股份公司、泸州老窖
股份公司、水井坊股份公司、舍得酒业股份
公司营业收入增幅分别高达 36.8%、26.2%、
87.73%和 21.95%。其中，水井坊营业收入增
幅居 20 家上市酒企首位，泸州老窖一季度
营业收入创该公司历史新高。一季度，上述
四家公司的净利润增幅分别达到 38.35%、
51.86%、68.01%和 102.55%。其中，五粮液一
季度利润接近去年总净利润的一半，舍得
酒业利润增幅同比翻倍。

从重点市州看，泸州、宜宾带头作用明显。
1-3月，泸州市重点监测企业34家，完成主营
业务收入72.5亿元，同比增长16%;利润19.3亿
元，同比增长34.3%。宜宾市重点监测企业51
家，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333.5亿元，同比增长
18.4%;利润69.1亿元，同比增长38.8%。

此外，持续推进的“川酒”市场推广和品
牌营销也助力明显。下一步，拓市场、强品牌，
全省还将大力开启“川酒云店”线上线下一体
化川酒产业营销网络建设。上述负责人介绍，

“未来 3-5年，将在全国建设万家店面，新增
销售额千亿元。” (朱雪黎)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杨波 侯云春

品牌传承是未来

一线白酒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今年一季度，一线白酒销售同样延续2017
年的良好势头。泸州老窖预计第一季度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6 亿元至
12.7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0%至60%。公司
解释，今年一季度业绩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包括
公司销售收入预计同比增长超过25%，尤其中
高档产品增速较快；公司所投资的华西证券上
市，导致公司本期投资收益增加约1.53亿元，
该收益计入当期非经常性损益。

申万宏源研报表示，剔除投资收益增加的
影响，预计泸州老窖第一季度主业利润增速区
间35%-45%。分析师指出，考虑到去年5月后
消费税从严征收带来的影响，第一季度主业实
现30%以上增长实属不易。国窖1573是拉动收
入增长的主因，2017年高端酒增长50%以上，
2018年第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海通证券表示，今年春节后白酒一批价
格有所回落，主要是季节性因素及厂家发货
因素所致。销量方面，各家发货节奏不一，整
体来看预计一季度仍能保持 20%左右增长；
收入方面，主要高端白酒企业一季度有望延
续高增长，收入和净利润增速20%-40%。

（常佳瑞）

上市酒企低端酒“全军溃退”

白酒上市公司2017年年报全面收官！在
研读了19家白酒类上市公司年报后，记者发
现，年报中提到低端产品营收情况的共计有
12家，而低端产品营收下降的达到 10家，几
乎是全军“溃退”。

在整个白酒市场欣欣向荣的大环境下，
为何年报里的低端酒业绩却展现出相反态
势？“砍掉”低端业绩的有“三板斧”。

第一板斧：企业本身价位战略的调整。企
业选择中高端市场作为重点发展市场的普遍
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对消费升级形势的判
断，不少企业选择发力市场容量不断增大的
中高端版块；二是由于包材物流等多方面的
压力，低端酒成本在不断上涨，但由于其目标
消费者的价格敏感度较高，利润空间有限，所
以营运成本往往大于利润。

上市公司要追求利润，中高端市场不断
扩容且价格带呈现出上扬的势头，相较于低
端酒，利润空间大，利润扩容空间也大，这是
上市公司“弃低从高”的重要判断依据。

第二板斧：组织架构与运营能力的欠缺。
低档酒的操盘套路与中高端、高端酒完全不
同，这是一个技术活；而深谙高端酒运作的大
多数上市酒企在低档酒方面并不擅长，而且
欠缺相应的组织架构。目前来看，多数上市酒
企采取策略是聚焦：集中各方面的头部资源，
做好一个价位带是较优的选择。

第三板斧：企业对产品结构的“梳理”。在
酒业深度调整期间，为了保证利润，很多名酒
企开发了一堆条码，各种低端产品不在少数。
随着市场回暖，很多名酒企为保证品牌形象，
在过去一年内对公司内冗杂的开发产品进行
了强力的梳理，砍掉了很多条码，其中不乏低
端产品。低端酒单价本来就不高，又少了这些
产品的营收加成，体现在年报上的企业低端
酒营收下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庞玉娇）

行业动态＞＞

刘友金（右）在给员工传授五粮液酿造技艺

把控严密的包装质检，确保出厂产
品合格率100%

五粮液特有的“包包曲”

量质摘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