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代经典五粮液（1909年—1935年）

时光回到 1909 年，欧洲工业革命
正生气勃勃，尝试让电灯走进千家万
户，尝试制造各种各样的汽车。

而在宜宾，这个三江汇合的山城，
街上走的是马帮，夜晚还靠烛火，工业
文明还没能走进这个有着 2000多年建
城史的城市。

在江边的利川永作坊里，邓子均继
承“陈氏秘方”，用五种粮食，烤出了美
酒。一位名叫杨惠泉的举人，在酒后微
醺状态，灵光一闪，把杂粮酒取名为“五
粮液”。颇有商业头脑的邓子均，开发出
的第一代经典五粮液，一度还沿着长
江，卖到长江下游发达城市，并在 1915
年远渡重洋，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
奖。

从 1909 到 1935 年，第一代经典五
粮液经历的 26年间，风云变幻。第一次
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等相继发生。
中国走过了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
战争、北伐战争……

军阀割据的时代里，一些人来到长
江边的宜宾。军阀刘文辉、地主刘文彩
两兄弟于 1920年进入宜宾，经营十年；
云南军阀龙云也曾在宜宾贩卖木头。

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里，邓子
均和五粮液一起努力地生存下来。1932
年，邓子均注册了“五粮液”商标，梦想
着把五粮液进一步做大。

第二代经典五粮液（1934年—1958年）

这个时期，世界依然动荡。第二次

世界大战爆发。
这是一段宜宾光芒闪耀的年代。战

火中，同济大学迁到李庄，国立剧专迁
到江安，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傅斯
年、李济等大师纷纷来到宜宾，让中国
文脉在长江边的这个城市得以延续。天
原化工、中元纸厂等企业也在这时迁
入。

这也是一个贫乏困苦的年代。大师
们过着清苦的日子，没有留下文章，好
好记录宜宾的白酒；邓子均也收缩了白
酒生产，回到南溪老家避难。

所幸，黎明终于到来。1949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历史在喜悦中翻开
了全新的篇章。

宜宾的白酒业也在新时代迎来新
生。1952年，宜宾城的利川永、长发升等
酿酒作坊，合成国营 24酒厂，融合各糟
坊的技术特色，以新的生产组织方式，
开始生产五粮液。经历太多风浪的邓子
均，受感于政府领导三番五次的登门拜
访，献出了五粮液“陈氏秘方”。

第三代经典五粮液（1959年—1965年）

这一时期，中国专注于探索属于自
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受时代背景影
响，五粮液首次采用“手榴弹瓶型”包
装。

这是一个探索发展的时代。受三年
自然灾害影响，五粮液的发展也比较缓
慢。1959年，酒厂被正式命名为四川省
地方国营宜宾五粮液酒厂，厂名和产品
名统一，在当时的酒行业中为数不多。
1963年，第二届国家名酒评选，五粮液
以第一名身份被评为名酒。

第四代经典五粮液（1966年—1998年）

这32年，西方国家迅猛发展，日本、
韩国、新加坡快速崛起。1978年起，中国
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从计划经济进入
市场经济，中国迸发出巨大的活力。

五粮液也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已
于 1958 年完成第一次扩建的五粮液，
在1978年—1985年、1985年—1991年、
1992 年—1997 年，先后完成第二、三、
四次扩建，成为“中国酒业大王”。

第五代经典五粮液（1989年—1998年）

第五代经典五粮液，时间和第四代
并行，但完成了交杯瓶型，向水晶瓶型
的过渡，奠定了此后 20 年经典水晶瓶
五粮液的样子。

第六代经典五粮液（1995年—2004年）

跨越千禧之年，中国进行国有企业
改革，改革开放加速，西部大开发开启
……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发展。

五粮液作为当时中国白酒的龙头
老大，引领了酒业发展。同时，五粮液加
快探路多元化发展，进入机械、物流、包
装等领域。

第七代经典五粮液（2003年—2019年）

这 16 年，经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机
等考验，中国砥砺奋进，迅速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这期间，中国对内加大
自主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对外提
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加速融入全球经
济发展。

抓住时代机遇，五粮液开始了“二
次创业”，进一步聚焦白酒主业、强化品
牌，加速国际化，谋求大国浓香，飘香世
界！

第八代经典五粮液（2019年以来）

经过 110 年的发展，如今，五粮液
已成长为年营收达 931 亿元的大型国
有企业，同时也成为四川省营收最高的
国有企业。

当前，尽管世界经济发展放缓，但
中国经济仍稳中有进，近 14亿人口中，
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对于企业发展
而言，依然处在一个好时代。

五粮液推出第八代经典五粮液，就
是要致敬这个时代，匠心传承，用更好
的产品和服务，让五粮液品牌文化发扬
光大，让世界爱上中国酿造。

从1909年到2019年，回望过去110
年走过的路，宜宾这座西部山城，从马
帮、牛车开始，历经千辛万苦，奋力追赶
西方电气化、信息化脚步，成为不仅能
酿酒，而且还能制造出智能手机和汽车
城市，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与这座城市相伴的五粮液，通过一
代代人的努力，也从小作坊成长为以酒
业为核心主业，大机械、大包装、大物
流、大金融、大健康五大产业多元发展
的大型国企。

国运和企业命运息息相关。千锤百
炼出真金，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
人更高的山！

看看走过的路，那么艰难都走过来
了；再看看将要走的路，会觉得未来很
可期！ （杨波）

110年，从第一代到第八代
伴随这款经典五粮液我们走过了怎样的路？

5月20日，连续生产了16年，销售超
过 2.47 亿瓶的第七代经典五粮液荣耀

“谢幕”，承载着五粮液千亿目标的第八
代经典五粮液闪亮登台。

为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五粮液特地
举办了一个主题为“匠心传承·经典永
续”的跨版仪式。

在五粮液包装车间，工人们恋恋不
舍地停止了最后一瓶第七代经典五粮液
生产，又充满期待的生产出第一瓶第八
代经典五粮液。

这两瓶酒，由五粮液集团公司副总
经理吴建军小心翼翼放进保险箱，然后
专车护送至跨版仪式现场，现场瞬间响
起热烈掌声。随后，五粮液集团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李曙光给这两瓶具有特殊
意义的经典五粮液签名留念。

眷恋和期望，在这一刻交织，意味深长。
仪式结束后，五粮液的工作人员、经

销商纷纷上前和这两瓶酒合影，用照片
记录这一历史瞬间。第七代经典五粮液，
伴随他们走过了16年时光，见证了亿万
家庭的幸福岁月，见证了国家和民族的
繁荣复兴。

从第一代，到第八代，110年的时光，
曲折而漫长，光荣而荣耀。

跨版仪式现场

李曙光董事长签名留念 第三代经典五粮液采用“手榴弹瓶型”
第五代经典五粮液，长城外盒加晶

质圆通瓶包装

第七代经典五粮液，水晶装晶质多
棱瓶，率先推动中国白酒国际化

第八代经典五粮液，以致敬经典之名超
越经典，对品质、包装、防伪进行三重升级

第一代经典五粮液，陶瓶装，正式
得名和商标诞生

第二代经典五粮液，首次使用玻璃瓶装

第四代经典五粮液，“鼓型瓶”成为经典

第六代经典五粮液，天地盖纸盒包
装，开启“晶质多棱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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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宜宾讯（宋成均 记
者 杨波）5月21日，记者在宜宾市乡村
振兴示范区长宁县竹海镇永江村看到，
数百名工人正在修道路、改风貌、培植
景观，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竹海镇永江村地处 江河畔、蜀南
竹海景区腹地，河水碧绿，翠竹环绕，阡
陌纵横，有着良好自然生态条件。加之
其紧邻三江湖世外桃源度假酒店，村里
翠竹环绕，风景秀美。今年以来，随着全
村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项目的推进，这
里正在打造 江国际竹生态发展区。

据了解， 江国际竹产业生态发展
区项目规划面积 500 亩，将围绕“诗竹
长宁、竹创乡村”定位，建设以竹食健康
体验地、竹雕文化创意区、竹文创体验
培训基地为主的绿色低碳环保乡村经
济示范区，主要建设生态驿站、游客中
心、竹产业研究院、竹枝书院、心若禅修
会所、浮生闲酒店以及配套道路、绿化、
亮化等基础设施。

在浮生闲酒店建设区，施工队伍正
忙着对原有的村民房屋进行外观拆除，
重新装修。

“我们想追求的是小而美，不大拆
大建。”宜宾市竹锦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王亮介绍说，整个项目将维
护好人居环境与林、地、田、塘、河的关
系，人与自然的互利共生关系，留住青
山绿水等。在确保小而美方面，他们主
要采用了传统工艺“锔瓷”和竹编两个
手法，先用竹编把建筑连到一起，再用

“锔瓷”在原有的建筑上增加一些美学
的元素，让它更生动，更漂亮，更符合川
南乡村振兴的特点。

在整个项目示范区，到处给人一种

“天人合一”的全新设计和建设理念，就
是充分利用周边的自然景观和竹资源、
竹元素，进行整体打造包装，尽量减少对
原有自然生态的破坏。目前，项目区已经
完成投资1500万元，整个项目完成后，村
民们的生活发展方式将产生质的变化。

“乡村振兴项目实施后，对我们村来
说不仅仅是风貌上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
老百姓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将得到质的变
化。”竹海镇永江村村主任杨明超表示，项
目建成后，老百姓不仅可以继续从事传统
农业，还可选择其他项目，如办民宿、开农

家乐等等，那时百姓将真正吃上旅游饭，
全村的经济也将得到飞跃的发展。

“永江村示范区只是今年我们重点
推进的全市乡村振兴示范点。”长宁县
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办主任王强介绍
说，近年来，长宁县推进了下长美川花
椒、开佛在水一方、梅白陌上樱花、五粮
液酿酒专用红粮基地等示范点的建设，
通过以点带面核心示范，全域推进，促
进长宁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
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等五大振
兴，助推农民增收致富。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刘婷 记
者 陈家明）5月 20日，记者从自贡荣
县宣传部获悉，为期十天的川南枇杷
小镇文化旅游节在荣县新桥镇落幕。
本次旅游节共吸引游客 1.5 万人，枇
杷交易额逾 5000 万元，同比增长
20%，创历史新高。

本次活动将文化旅游与乡村农
业产业相结合，是自贡市“文旅+”
品牌创意策划活动之一。虽然活动
已经结束，但热度不减，仍有众多游
客慕名前往新桥镇采购枇杷，目前
新桥果农种植的枇杷已快全部销售
完毕。

积极培育发展动能
自贡大安农民增收成效显著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 （张燕 达兴
文 记者 陈家明）今年，自贡市大安区
积极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推进农民增
收致富，成效突出。

拓展经营收入来源。该区以代养形
式发展3500万羽一体化肉鸡项目，参与
养殖户户均增收入2.4万元；通过实行合
作制、合同价收购等订单农业模式，带动
6400余户农户农产品稳定销售，实现户
均增收900元；开展“土地托管”面积达2
万亩，促进农民人均增收350元。

建立就业扶持政策。细化20条就业
扶贫政策，开发保洁、道路养护、公益设
施管理、绿化等乡村公益性岗位，引导本
地企业、农民合作社等优先招用贫困家
庭劳动者，对于企业签订 1年以上劳动
合同并参加社会保险的，给予企业 1000
元/人的奖补，并按规定落实社保补贴、
岗位补贴。一季度，兑现贫困群众公益性
岗位资金 5万元，开发农村公益性岗位
570个。

增加集体经济收入。成立集体资产
管理公司 11个、组建农民合作社 37个，
通过盘活利用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资金
等要素，以土地股份合作、农业生产经营
合作为主要经营形式，兼顾发展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农村服务业、物业经济和合
作经营等不同路径增加集体资产收入，
通过“年底分红”模式促进参与农民稳定
增收。目前，全区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近 6
万元。

自贡高新区丹桂街道
全面整治小旅馆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 （陶永寿 记
者 陈家明）为进一步加大对辖区旅馆
住宿业的监督管理力度，杜绝强制拉客、
宰客等不文明不规范行为，近日，自贡高
新区丹桂街道联合丹桂派出所对辖区内
小旅馆进行了全面整顿。

据了解，高新区丹桂街地处城乡接
合部，辖区客运总站附近周边小旅馆多。
为配合“三创”工作的开展，街道社区工
作人员和社区民警一起，对辖区旅馆企
业进行了详细检查。在为期 5天的整治
行动中，丹桂街共组织警民突击检查行
动 22次，检查小旅馆 19家，摸排相关线
索5条。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 （叶强平
周鹏 记者 杨琦）“我们年纪大了，身
体毛病多，身体不适时拨一个电话，签
约家庭医生就会提着药箱‘上门服务
’，好方便，真的很感谢。”5月22日，理
塘县下木拉乡查卡村村民呷它在家接
受家庭医生多吉血压测量体检时高兴
地说道。像她家一样，今年理塘县有
1.5万多户农牧民有了家庭医生。

为让农牧民群众切实享受到便
利的基本医疗保障服务，考虑到目前
青壮年大部分上山采集虫草，家中只
留下老人和小孩的实际，近段时间，
理塘县下木拉乡卫生院组织医护人
员采取走村入户随访的形式，为查卡
村、哈拉村等村的老年人提供血压测
量等常规体检，为0—6岁儿童进行健
康管理随访，共随访235人。

在农牧民群众家中，医护人员介

绍了家庭医生服务内容和签约流程，
通过交流增进彼此间的信任，顺利为
235人开展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通
过签约服务为农牧民群众提供上门
的免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同时农牧
民群众可通过电话等方式向自己的
家庭医生进行健康咨询。

据了解，理塘县积极推进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工作。家庭医生签约是由
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及一名公共卫
生人员组成团队与每户家庭签订协
议，主要服务内容以健康咨询、健康
教育、医疗救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为主，定期通过实地家庭走访、电话
询问进行随访。

截至目前，该县已完成贫困户签
约5097户，签约率达到100%；一般人
群户10531户，签约率达到95%；力争
在年底实现农牧区家庭全覆盖。

长宁县加速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区

5月21日，内江市东兴区郭北镇九根树村的300余亩夏满蜜桃首次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采摘。
近年来，内江市东兴区郭北镇九根树村成立农民综合服务中心，利用产业互助资金和村集体资金在荒坡上大力

发展精品农业。经过几年发展，当地先后开发荒坡600余亩，引进培育夏满蜜桃等多种特色农产品，使昔日的荒山荒坡
变成了“青山”和“金山”，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兰自涛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毛春燕 李弘 摄影报道

内江：蜜桃飘香 荒坡变“金山”
川南枇杷小镇文化旅游节落幕

荣县枇杷交易额逾5000万元

理塘1.5万多户农牧民有了家庭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