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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创：曾经沧海难为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省酒类

生产品种单一，生产很不景气。历史上最为繁盛
的开封市也只剩下三四家作坊。据当年统计，全
省饮料酒总产量只有6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河南酿酒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各级人
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扶持改造原有的私人企
业，有计划地建立了一批国营酿酒企业。

1948年 6月，宝丰第二次解放。县人民政
府再次恢复历史名酒宝丰酒的生产，起名为地
方国营宝丰县裕昌源酒厂，成为河南省建厂最
早的白酒厂家；1949 年,河南四五酒厂正式建
厂；1951年在几个酿酒作坊的基础上组建成立
了张弓酒厂；1954年，在“水笼统”、“永禄美”酒
馆的基础上，将唐河县源潭酒厂和南阳县龙泉
寺酒厂合并为赊旗镇酒厂，后更名为河南省赊

店酒厂；1958年皇沟酒业建厂；1968年，在十几
个私人作坊的基础上正式建立鹿邑国营酒厂，
初建时只有十几个工人，年产白酒1吨，这便是
早期的宋河酒厂。

短短 20 年间，河南白酒行业已经初具规
模，有关业内人士介绍：尤其 1978年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之后，全省酿酒行业大力进行技术
改造，狠抓产品质量，使酿酒工业迅速发展。到
1987年，全省仅轻工系统就有酒厂103家，其中
全民所有制酒厂 86家、集体所有制酒厂 17家，
从业职工3万人；全年产量44.7万吨，其中轻工
系统37.1万吨。1987年，全省乡镇企业中酿酒
企业共有10377人，总产值11043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河南省食品工
业不仅满足了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也为支援
国家建设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成为全省轻工业

的支柱产业之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正发挥着
越来越大的作用。

发展：审时度势在今朝
的确，河南白酒的昨天是令人难忘的，也是

值得我们去回忆的。而河南白酒今天的境遇却
有些令人尴尬和痛心。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不相
信眼泪，激烈竞争不会原谅失误。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河南豫酒集团纷纷由
国营企业改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成为一个独立
的经济实体，并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改制
后，由于企业对集体产权没有量化，尽管企业的
性质改变了，但企业的包袱仍然很重，人员、负
债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市场竞争中不能做
到轻装上阵。而此时，国内酒业行业却迅猛发
展起来。苏酒、徽酒西进，川酒、湘酒、黔酒、鄂
酒北上，晋酒、冀酒、陕酒南下等各大派系显示

出强劲的逐鹿中原发展势头，雄心勃勃地要在
“中国白酒业出奇制胜”，这些情况的出现，对豫
酒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客观地讲，河南白酒在本土市场所占的比重
只有50%，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发挥出自己的优
势，一方面品牌优势不突出，缺乏全国性大品牌和
强势品牌群；一方面经济水平较低产品结构不合
理。由于传统酿酒方式技术含量较低，加上替代
技术的产生，许多中小型白酒生产厂家如雨后春
笋般应运而生，白酒行业利润空间大大缩小，河南
白酒在激烈的竞争中基本丧失了竞争能力。

调整：重振河山待何时
面对河南白酒的现状，豫酒人思索最多的

是豫酒应如何尽快调整结构、重进市场。“研发
高中档酒品种，减少低档酒生产”，所谓“高档酒
横冲直撞，低档酒上山下乡”就是这个道理。

而对于整个豫酒行业而言，却并不简单。
在这种情况下，豫酒“抱团打天下”的决心孕
育而生。这项“豫满中国”战略的出现是河南
酒业协会长期分析研究、策划总结出孕育而生
的结果。从 2005 年广州国际酒饮博览会到
2006 年北京国际酒博会，从 2006 年西安糖酒
会到 2007 年哈尔滨糖酒会，乃至 2008 年长沙
糖酒会，每到一处，河南酒业协会均召开新闻
发布会，壮大声势，豫酒“抱团”模式逐步得到
业界广泛认可。

在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看来，豫酒
的发展，首先，要有抱团取暖的经济理念，利用
秋季全国糖酒会在郑州召开的契机，以“豫满中
国”为纽带，利用中部糖酒会和秋季全国糖酒会
为基础，大力发展会展经济，展示河南酒业的崭
新面貌；其次，要全面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做
豫酒企业的代言人；最后，结合河南白酒企业的
发展需要，突出整合河南白酒产业抱团取暖、抱
团打天下的资源，鼓励并帮助河南白酒龙头企
业发挥其示范作用，从而带动整个河南白酒产
业全面发力，提高市场占有率、提高豫酒在全国
的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

中原白酒业 从草创到抱团打天下
“酒好不怕巷子深”，这是一句流

传已久、妇孺皆知的老话。但在竞争
激烈的市场中，这句老话已被证明没
有继续实践的价值。当国内众多酒
业企业纷纷从市场经济的洪流中苏
醒，着陆中原之时，河南白酒仍然在
沉睡。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
河西。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还不到
60年时间，中原白酒曾经拥有红红火
火的日子，也曾经暗淡无光，60年一
个轮回，现在年轻中原白酒企业再次
踏上艰辛的历程，在新世纪迈出一条
科学、规范、健康的发展之路，要想确
立适应大市场的经营战略，就有必要
回顾那不平凡的过去。

晚报记者 谢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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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藏金，盛世藏玉。”喜迎新中国 60华
诞，民间玉器藏品展华彩启幕，数十件“宝贝”
亮相龙泽润宝紫荆山旗舰店。玉雕将军罐、碧
玉碗……这些极具特色的展品将让参观者大
开眼界，一饱眼福。

这些“宝贝”难得一见
据龙泽润宝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展品均

来自民间玉器藏友，经由权威玉器鉴定专家从
数百件应征藏品中精心挑选的，包括翡翠、和
田玉、碧玉等多个品类，尽管在品位上无法与
官方收藏相提并论，却也不乏上乘之作。

在众多展品中，一款名为生命的翡翠摆件
引人注目。此款摆件采用俏色巧雕及镂空技
法，底部黄翡化身竹编提篮，顶部翠绿孕育鲜嫩
豆苗，一只蚂蚁伏于晶莹剔透的嫩芽之上，寓意
勤勤恳恳、欣欣向荣、生生不息。别出心裁的设
计，出神入化的雕工，迸发出生命之灵感。

藏友于先生的宝贝——碧玉碗，得到了鉴
宝专家及投身古玉收藏 20多年的资深藏友赵
云的一致好评。碗高4.5厘米，碗口直径约13.8
厘米，碗壁极薄仿佛吹弹可破，用肉眼从内侧
即可清晰看到碗壁外侧的题字。

玉器收藏风生水起
据于先生介绍，自己是退休后才开始涉足

玉器收藏的，至今不过四五年时间，这只碧玉
碗是自己两年前偶然淘来的，购买时仅花费了
1万元。按照目前的玉器收藏市场行情，这只
碧玉碗的市场参考价在15万元左右。

据专家介绍，目前购买和收藏玉器如同收
藏古董一样，已渐渐被大众视为一种投资方
式。纵观近几十年玉器市场的价格，一路攀
升，可以肯定，一件好的玉器，年代越久，保值
功能就越高。

在众多玉器品类中，最值得收藏的当属翡
翠。龙泽润宝负责人表示，对于翡翠来说，价格
上涨与否是由需求决定的，一方面，顶级的翡翠
原料越来越稀缺；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的持续发
展使越来越多的有一定财富积累的人开始有意
向购买最好的翡翠，翡翠价格必定会继续升温。

玉器收藏风险不小
来自中国收藏家协会的资料表明，目前中

国的收藏者队伍已达到7000万人，其中玉器收
藏就占了三成。玉器收藏不仅是有品位的文
化活动，也是回报率较高的投资方式。近几十
年来，玉器价格可以用翻倍来形容。

值得提醒的是，玉器收藏是一件很专业的
事情，刚开始搞收藏的人，常常会被一些假的
藏品蒙蔽眼睛。就连现在很有名的收藏家们，
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刚开始也买到过假藏品。
所以说，搞收藏者日常多与藏友交流很重要。

“搞收藏就需要多看，多交流，这样才能提
升自己的鉴赏水平。”龙泽润宝相关负责人表
示。据悉，龙泽润宝是香港一家主营典藏级翡
翠、钻石等高端珠宝首饰的专业零售珠宝品
牌，至今已走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辉煌历程，
2008年 9月正式进驻内地市场，在郑州启动内
地首家直营店——紫荆山旗舰店。

如果您对玉器收藏感兴趣，不妨到位于紫
荆山百货南100米路西的龙泽润宝紫荆山旗舰
店，看看其他藏友的“宝贝”，与其他藏友交流
收藏心得，从而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

晚报记者 谢宽/文 赵楠/图

翡翠摆件：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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