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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好多朋友都劝我把酒厂
做起来，把双桥酒重新刻进郑州的味道
里。”凭着坚毅执着、锐意开拓，慢慢地，
双桥酒又开始在当地小有名气，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认可双桥酒的品质和味
道。王玉欣也渐渐意识到，要让双桥酒
发扬光大，必须把它推向市场，让更多
人品尝到双桥酒。但是，当真正要把自
己酿造的双桥酒推向市场时，王玉欣才
发现没有那么简单。原来，白酒的市场
生产和流通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的批文，
于是他从 2002年就开始申请国家的批
文，终于在2005年获准了国家质检总局

颁发的最后一批白酒生产许可证。
为了更好地传承双桥酿酒工艺，打造

历史名牌双桥酒品牌，郑州君兴双桥酒业
有限公司引进了一系列生产、化验、检测设
备，并高薪聘用了一部分高级技术人员，坚
持严格筛选粮食原料、规范古法酿造工艺
环节，严格按照国家酒类卫生安全生产标
准，注重科学管理，提升企业品位。经过20
余年的艰苦奋斗，郑州君兴双桥酒业的“君
兴”和“君兴双桥”商标已获得“河南省著名
商标”称号，双桥酒酿造工艺被列入“郑州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双桥酒作为郑州唯一的地产酒，

和郑州烩面一样本身就是郑州味道的
一种代表，无论从历史传承的角度，还
是从区域市场品牌的角度，我都有责任
把双桥酒做大做强！”王玉欣说，“双桥
酒”在他小时候就住进了他的内心，小
时候他是“双桥酒”的观众，长大后
他是双桥酒的消费者，到最后，他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双桥酿酒
技艺的21代传承人，一切看
似偶然，但其中又透露了
必然，全因为他内心
有一份对双桥酒无
法割舍的感情。

君兴双桥酒酿造历史悠久，始于
明代，盛于清朝，距今已有400余年的
历史。因村中糟坊多，产量大，质量
也好，为扩大影响，统一销售，上世纪
30年代末，村人王仁俊在郑州长春桥
附近(今二七路一带)集资开设“新新
酒店”，专销双桥酒。除了千百个酒
楼酒肆畅销双桥老酒以外，当时最有
名的四大商号“五美长”“四美春”“鸿
兴源”“长春堂”也争相包销双桥老
酒，多见酒幡写着“喝了双桥酒，能活
九十九”“喝过双桥酒，万事不用愁”
“双桥酒一开，好运自然来”“提起双
桥酒，难禁口水流”。除郑州外，还远
销北京南京，受到广泛欢迎。

直到解放初期，双桥酒仍饮誉郑
州，堪称地方一绝。后来，因政府实
行了酒类专营，取消了私营酒坊，村
中的酒坊纷纷关闭，由当地政府组织
各酒坊联建起“金泉酿酒厂”，酿出的
酒也冠以“双桥大曲”，后因种种原因
酒厂停产。“双桥酒”也随之销声匿
迹，退出历史舞台，从此难觅芳踪。

为了继承“双桥酒”传统酿造工
艺，挖掘和保护好这一非物质文化遗
产民间手工酿酒工艺项目，实现双桥
人发扬光大双桥酒的愿望，2004年，
代表性传承人王玉欣等人成立了酿
酒厂，为进一步提升双桥酒的文化内
涵和品位价值，酿酒厂更名为郑州君
兴双桥酒业有限公司。多年来，君兴
人不断追溯双桥酒历史渊源，精心探
索双桥酒传统酿造技艺，调查和保护
双桥村酿造老艺人（老工人），深入挖
掘、整理、总结双桥酒文化，致力于恢
复双桥老酒传统工艺，采用现代发酵
新工艺精心酿制，使这风味独特的中
原历史文化名酒又重放异彩。

悠久的历史形成了双桥酒
的独特风格，灿烂的文化孕育了
双桥酒的完美品质，独特的酿造

工艺在代代相传中得到创新
和发展。双桥酒独特的
口感、风味，使之成为餐

桌上的助兴佳品，
又具有较高

的 食 用
价值。

酿造历史悠久

如今的郑州君兴双桥酒业有限公
司位于惠济区双桥村，地处郑州市北大
门，黄河中下游分界点，西枕邙山，北临
黄河，山、水、城、林交相辉映，600万株树
木、6.4万亩有林面积，构成了“人在林中
走，车在绿中行”的天然大森林、大氧吧
和省会的“绿肺”，空气清新，水质优良，
具有酿造白酒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近日，记者见到了双桥酒厂的创始
人王玉欣，他多年来养成了早起办公的
习惯。记者准时到达的时候，王玉欣刚
刚从外面回来，饱满的精气神、世事洞
明的眼神给人一种睿智的印象。

“刚开始时，只是想着要把手艺传
下去，自己酿点酒给村子里的乡亲和朋友
喝。”1995年，受到众乡亲嘱托，王玉欣下

定决心，困难再大也要把双桥酒的工艺传
承下去。接下来的一年多中，他首先找了
村里酿酒的老手艺人，学习了他们的酿酒
技艺，又多次到外地名酒企业取经，保证
了“双桥酒”的传承延续。接着，开始建窖
池，为生产双桥酒作准备。到1997年，王
玉欣已经酿出了原汁原味的双桥酒，并开
始在附近和朋友间流传。

说起双桥酒，老郑州人都知
道是郑州的老字号，曾被誉为
“惠济茅台”，先后获得“首届中
国·郑州农业博览会优质产品银
奖”“ 中原历史文化白酒”和“河
南省旅游产品”等众多殊荣。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张惠 文/图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坚决不能丢

它有“惠济茅台”的美誉
它是城市的记忆与味道

非遗系列之走近双桥酒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展惠济区
优秀特色文化，促进文化传承，弘扬民族精神，建设和谐惠济具有重要作用。说起惠济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又分为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杂技、民间手工技艺、生产商贸习俗、消费习俗、民俗、民间信仰
等9类50多项，比如黄河澄泥砚、砖雕、烙画等。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惠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双桥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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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双桥酒打造成惠济名片

有一定年头的酒厂地窖

酿造双桥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