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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提升洛阳城市形象、体
现惠民关怀，4月 10日上午，杜康控股联
合洛阳交通旅游集团，在洛阳龙门高铁
站广场举行了“酒祖杜康”号免费赏花专
线首发仪式，为游客呈现一场醉人的赏
花之旅。

如洛阳市政府相关领导在致辞时所
说，“酒祖杜康”号免费赏花专线，不仅是
洛阳杜康控股公司联合洛阳交通旅游集
团助力牡丹文化节推出的一项惠民政策，
也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公益活动，体现了
杜康作为洛阳名片的惠民关怀，彰显了洛
阳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他表示，随着杜康

控股的成长，不仅能为洛阳经济发展带来
全新的活力，同时，可以丰富和提升古都
洛阳的文化内涵与国际影响力。

洛阳杜康控股销售公司总经理柳向阳
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推出“酒祖杜康”号免
费赏花专线，不仅方便海内外游客游洛
阳、赏牡丹，更要用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的
社会责任。

当天晚上，由杜康总冠名的第 36届
“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开幕式在定鼎门
遗址广场隆重举办。来自俄罗斯、日本的
国际友人，重要嘉宾，重要客商代表，河南
省有关部门领导等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选在定鼎门，意义深远——
纳八方宾朋，开放融合，这是洛阳牡丹文
化节沿历史发展变革、与时俱进时代精神
的具体体现。杜康乘此东风，独家冠名，
联袂献礼，在当晚流光溢彩、鸿篇巨制的
魅力舞台上，尤其在《隋唐洛阳城》剧中，
恰到好处地设计了“杜康，好酒”的穿插与
植入，让曹操“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一
历史典故再次强化，可以说，此次杜康品
牌宣传得独到之处。现场的航拍、直播等
手段，让全球游客畅享五千年岁月流香的
同时，也让人们领略了杜康盛世佳酿的独
特魅力。

“酒祖杜康”号免费赏花专列

4月的洛阳，迎来第36届“中
国洛阳牡丹文化节”。伴着和煦的
春风，全城芬芳，满眼的中外游客，
让洛阳沉浸在一片花的世界、人的
海洋。

杜康控股相关负责人表示，历届中国
洛阳牡丹花会已成为世界了解河南、了解
洛阳的一个窗口，也成为河南走向世界、
洛阳对外开放的一张名片。杜康作为中国
白酒之源的国内知名酒企，无论是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还是享誉八方的海内外知

名度，均拥有无可比拟的品牌先天优势。
此次冠名第36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并
在为期一个月的花会期间，深度参与并赞
助众多主题活动，如2018洛阳互联网创新
大会、第二届河洛文化大集、2018丝路中
国洛阳第二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洛

阳牡丹花会开幕式、新时代“一带一路”城
市产融合作论坛暨第36届牡丹文化节投
资贸易洽谈会、世界古都峰会等，杜康将通
过频频亮相，充分释放品牌势能，展现杜康
文化魅力，让千年帝都、牡丹花城赢得全世
界更多的关注与喝彩! 杨珊春

赏国花，品杜康

尽地主之谊，担地方名片之责

为了充分发挥国际交通物流通道优
势，提升中西部葡萄酒集疏能力，让中西部
的消费者能快速买到性价比高的进口葡萄
酒，4月10日下午，由河南开元国际经贸
有限公司组织的“开元国际中西部葡萄

酒集散分拨中心研讨会”在河南省进口
物资公共保税中心集团有限公司召开，
河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驻经开区办事
处负责人，河南省酒业协会秘书长蒋辉、
河南省进口物资公共保税中心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裁张明星、河南省中大门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贾璐及 60多
家进口葡萄酒企业代表参加了此次会
议。

开元国际进口葡萄酒中西部展示交
易中心是一个以河南为中心，辐射周边省
份的多功能综合服务平台，涵盖物流、金
融、贸易、文化、跨境等业态。在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的帮扶下，和中国检验认证集
团河南公司合作开展溯源体系，建立来
源可溯，去向可查，责任可究，风险可控
的质量体系。凭借着比沿海口岸通关时
间更短、物流成本更低、货物周转更快的
优势，成功吸引到很多河南本土进出口

企业的业务回流。据开元国际董事长许
超锋介绍，自从开元国际成立葡萄酒交
易分拨中心以来，在经开办事处通关的
进口商由原来的 4~5家变成了 15家，目
前通过该中心在河南口岸通关的进口葡
萄酒金额约7000万元人民币。

参会进口葡萄酒企业纷纷表示愿意
加入这个平台，力争做到进口葡萄酒饮在
河南。集散中心平台的搭建，不仅加快了
进口葡萄酒的周转速度，保证了大家的利
益，也让河南的进口葡萄酒商们形成了共
谋发展的合力。

在省酒协秘书长蒋辉看来，“这种合
作，不仅加快了进口葡萄酒的竞争态势，
也是进口葡萄酒生命力强、市场潜力大的
表现。这对于提升河南在中西部红酒进
出口的影响力，充分发挥我省的区位优势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乔晓娜

李兴发:为了国酒茅台
鞠躬尽瘁

回忆我的父亲之（2）走进国营茅台酒厂
□李明英

尽地主之谊 担名片之责

杜康冠名第36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
开启免费赏花专线

河南有望成为中西部进口葡萄酒集散地
开元国际中西部葡萄酒集散分拨中心研讨会圆满召开

开元国际董事长许超锋向省酒协秘书长蒋
辉介绍中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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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茅台镇这座历史悠久的山
城小镇解放了,被土匪们搅乱了的社会秩序和
社会风气好了起来，但茅台镇上的几家酿酒作
坊仍未能恢复生产，父亲所在的成义烧房处于
停滞状态，尽管县人民政府采取贷款等措施帮
扶几家作坊恢复生产，由于各种原因，酿酒生产
仍无明显好转。1951年11月，政府赎买了“成义
烧房”，1952年10月，政府没收荣和烧房，12月
接管恒兴烧房，由此组建国营茅台酒厂。1952年
8月，父亲作为酿酒技术工人，随成义烧房转进茅
台酒厂工作，翻开了他人生新的一页。

父亲说他在民国时期，尽管帮镇上的成
义、荣和、恒兴三家烧房都烤过酒，但那时的
帮工和政府组建的茅台酒厂相比，真有天壤之
别。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整个社会环境，犹如徐徐的春风吹拂。在车
间酿酒的工人，社会地位很高，劳动热情高
涨。父亲进厂不久，1952年9月，茅台酒在全
国第一次评酒会上，获评国家四大名酒之首，
更加激发了工人们生产的积极性。父亲在车
间里上班，也是废寝忘食地工作，希望把工厂
办得红红火火。他一心扑在工作上，用他那
熟练的工艺和丰富的经验，对每一次的润粮
温度和湿度，上甑的松密度，以及取酒所需的
气压量，都把握得很精准。父亲将酿酒周期
的每一过程都悬挂在心上，如临重任在身，丝
毫不苟且。父亲用他劳动的热情和所倾注的
汗水，换来了他们车间班组生产的出酒率最
高、酒质最好。1953年，全厂生产茅台酒72
吨，1954年达到163吨，迅速恢复并跃上了历
史较高水平。1955年7月，父亲光荣地加入中
国共产党，1956年7月，父亲被任命为茅台酒
厂副厂长，主抓生产。茅台酒是世界名酒，受
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即使在三年
极度困难时期，茅台酒的生产原料供应也得
到保障，实现了快速健康发展，1960年茅台
酒产量达912吨，创历史新高。

他，针对茅台酒质量的不稳定，用了千百
次的反复实验，终于寻找到了白酒勾兑的规
律；他，用无限忠诚于国酒茅台的心血，换来
对茅台酒及其白酒业的卓越贡献；他，就是被
国人尊称的“酱香之父”——李兴发。

作者简介：李
明 英 ，“ 酱 香 之
父”李兴发女儿，
排行老九。从小
在父亲手把手的
指导下，学会了酱
香 型 的 勾 调 技

巧。1984年，进了茅台酒厂的附属酒厂“劳服
司“上班。1993年，经过严格考试，考入茅台酒
厂，在制曲车间上班。半年后，调入茅台酒厂
酒体勾调中心。父亲去世后，组建贵州李兴发
酒业有限公司，现任高级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