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ttentionAttention AA33编辑编辑：：闫秀梅 读者热线闫秀梅 读者热线::05350535--66310476631047

20242024..33..2626

欲了解更多美酒资讯，请

关注华夏酒报微信公众

号。

聚焦聚焦

“今年的‘华夏奖’，我们更多聚

焦、重塑新周期创新品牌和产品，让

更多‘小而美’，特别是在艰难中前行

的区域性酒企走到前台；我们讲求质

量，讲求可持续发展，让更多工匠站

上更大的舞台；我们提倡交流融合，

提倡分享互融，让更多为行业赋能的

服务者们被看见、被发现。所有的所

有，只为实现酒业向上、向新、向高质

量发展。”《华夏酒报》总编辑吴贤国

表示。

““华夏奖华夏奖””揭晓揭晓，，给酒业带来哪些重磅信息给酒业带来哪些重磅信息？？
今年的“华夏奖”，我们更多聚焦、重塑新周期创新品牌和产品，让更多“小而美”，
特别是在艰难中前行的区域性酒企走到前台；我们讲求质量，讲求可持续发展，让更多工匠站上更大的舞台；
我们提倡交流融合，提倡分享互融，让更多为行业赋能的服务者们被看见、被发现。

本报记者 刘雪霞 发自成都

在这样一个强分化的时代，更需要

明星企业和明星品牌的“榜样效应”。

颁奖典礼现场，北京京糖酒业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王晖，珍酒李渡集团副

总裁、李渡酒业总经理汤向阳，山东鲁供

糖酒副食品公司董事长许大同，烟台张

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健，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牛栏山酒厂

厂长宋克伟，古贝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张洪昌，物产中大云商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赵昕东，酒仙集团董事长郝鸿峰，

仰韶酒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侯建光

等人荣获“2023 中国酒业年度风云人

物”，四特酒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吴生

文，江苏今世缘酒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吴建峰，江苏汤沟两

相合酒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加林，河

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张煜行，国井集团总工程师张锋国，四

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

徐姿静等人荣获“2023中国酒业年度匠

心人物”，郎酒集团总经理汪博炜等人荣

获“2023中国酒业年度新锐人物”，部分

代表作了精彩发言。

珍酒李渡集团副总裁、李渡酒业总

经理汤向阳表示，能够获得“中国酒业年

度风云人物”奖项，主要得益于消费者对

国宝李渡酒的喜欢，也与去年珍酒李渡

集团在港股上市以及李渡和茅台、五粮

液、泸州老窖等七家酒企申请世界物质

文化遗产有关。展望2024年酒业发展趋

势，汤向阳认为，未来，中国白酒行业洗

牌和集中化趋势会更加明显，竞争格局

已基本形成，市场向优质品牌集中，行业

整合持续加速，也会使品牌化、品质化现

象更加明显。“消费者一定会喝性价比

高、品牌响、有故事、有历史文化的酒。”

作为一个在中国酒行业中奋斗了四

十多年的老兵，山东鲁供糖酒副食品公

司董事长许大同历经了中国酒业的蓬勃

发展和深度调整等多个时期。对于中国

酒业的未来，许大同持乐观态度，他表

示，中国酒业是一个有未来、有市场、有

潜力的产业。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

力越来越强大，中国酒业将会更加强势

的影响世界。

古贝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

洪昌表示，古贝春集团是鲁酒的主要代

表企业之一，至今已经走过72年的发展

历程。古贝春始终坚持品牌定位，明确

市场方向，多品牌发展。同时，古贝春注

重校企合作，发挥科技赋能，全面推动技

术创新。再次，古贝春坚持古法酿造，传

承千年工艺，成就了古贝春日益坚实的

发展基础。

“现在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酒类市

场，也是全球最大的白酒生产商，还有数

家蒸馏酒的龙头企业，展望海内外有着

广阔的前景，所以，要珍惜这个历史发展

机遇期，加快走向健康化、年轻化、国际

化的步伐。”物产中大云商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赵昕东在发言中表示。

作为“2023 中国酒业年度匠心人

物”，四特酒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吴生

文表示，酿酒人的匠心，主要包含三个要

素：一要专注。酿酒是传统行业，只有心

无旁骛，专心致志，把每一道工序从一颗

粮食变成一滴美酒，然后进行陈酿，才能

够精益求精；二要专业。如何把我们最

具中国民族传统的产品做好，我们在传

承中还是要学习，运用更多的科学知识，

运用更多的大数据，运用更多的先进技

术，互相交流和学习；三要时间。酒是陈

的香，正是因为时间赋予了白酒独特的

魅力。只有把时间坚守好，才能够守住

我们酿酒人的匠心。

江苏汤沟两相合酒业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张加林认为，酿酒的匠心就是对酿

酒技艺的坚守和创新，每一道工序都承

载着我们对酿酒工艺的无限进取和中国

白酒的深厚情谊。匠心人物这个奖项既

是荣誉，更是责任，期待能与更多的同仁

携手共进，共同推进中国酒业在新时代

下的繁荣与进步。

重塑行业价值，树立行业典范

在“中国酒业华夏奖”颁奖典礼

现场，首先揭晓的是最为重量级的奖

项——中国酒业年度人物奖，获奖者

分别是陕西西凤酒厂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正，江苏今世缘

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总经理顾祥悦。

2023年，西凤和今世缘双双突

破百亿，无疑给中国酒业增添了一抹

亮色，两位百亿级企业掌舵人双双登

台，更给予全体酒业人振奋的信心。

“回首去年的历程，两位董事长

心中肯定感慨万千。目前，很多区域

性名酒都行走在复兴的路上，行走在

追赶的路上，两位董事长有什么样的

经验分享给大家？”

面对主持人《华夏酒报》总编辑

吴贤国提出的问题，张正表示，酒企

的百亿之路实际是三条道路的复合：

第一是极致追求品质之路。不断为

自己设立更高目标，让酒的品质越来

越好；第二是丰富的文化表达之路。

白酒行业有一句话叫“没有文化的白

酒是一瓶变了味的水”，白酒文化的

表达是支撑西凤走下去的一个重要

因素；第三是引领品牌创新发展之

路。要不断创新，不断吸收新的东

西，满足这个时代消费者不断提高的

需求。

顾祥悦对于张正提出的观点非

常认同。他认为，在未来复兴之路

上，首先，品质要做好。品质为王的

年代已经到来，消费者是最好的老

师，只有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健康的白

酒，才能赢得消费者、赢得市场；第

二，品牌要做活。名酒复苏贵在创

新，要与时俱进，赋予我们的品牌新

的文化内涵和竞争内核；第三，布局

要做准。名酒，特别是新名酒复兴如

何来布局？首先要固守大本营，同时

环大本营，环周边来发展，把机制做

优，围绕全生态链实现由利益共同体

转向命运共同体，进而形成战略内容

和战术系统，更好地拓展市场，实现

名酒复兴。

“后百亿时代”，真正的挑战才刚

刚开始，西凤和今世缘要如何应对？

如何部署国际化、全国化的势能？

对此，张正表示，近几年，西凤已

经基本完成对全国市场的布局，国际

市场的发展也在同步推进，目前已经

完成全世界28个国家和地区的质量

认证和商标注册。“我们国际市场的

基数比较小，但是增量特别大。去

年，西凤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额增长了

120%左右，今年一季度，美国市场订

货额已经接近2023年全年数，增幅非

常大。未来，西凤将继续‘出海’，将中

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带到世界各地。”

顾祥悦认为，当前今世缘的首要

任务是走向全国化，而走向全国化第

一步是走向周边化，为此，今世缘提

出的营销策略是“省内精耕攀顶，省

外攻城拔寨”，在省外市场的开拓中，

以环江苏、长三角一体化板块市场为

突破，实现品牌、产品、区域、投入、战

术、队伍六个聚焦，力争通过3～5年

的努力，使省外市场有大的突破。

在中国酒业深度调整的当下，酒

业内卷、库存承压、价格倒挂等问题

困扰着很多的企业，未来充满不确定

性，今年或者未来几年，中国酒业的

发展趋势会怎样？

“我对中国白酒的未来是充满信

心的，在当前这个经济不确定的形势

下，特别是在供给侧改革的局面下，

大家对于白酒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很

多忧虑。但是，白酒行业有几个不

变：一是白酒作为人们日常消费需求

的基本属性没有变；二是白酒作为中

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和载体的基本属

性没有变；三是白酒行业市场化的竞

争局面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就决

定了白酒行业未来发展有广阔的前

景和光明的未来。”张正表示。

同时，张正认为，根据当前行业

发展形势，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保持优势，企业就要在确保品牌力和

品质力的前提下，凸显企业产品的差

异化和特异性，要让消费者在消费的

过程中，能感受到不同的香型、不同

的口感、不同的消费场景等等。同

时，还要不断地挖掘白酒的传统文

化，让它赋予现代文化的内涵，让大

家在饮用白酒的时候，能得到更高

的、更多的精神享受。

顾祥悦认为，现在中国白酒行业

两极分化现象已经形成，如何在两极

分化中化危为机、危中求机，是酒企

需要思考的问题。两极分化、头部更

强这是不争的事实，区域名酒如何在

区域里做大做强，进而拓展省外市

场。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消费者对于

需求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趋势越来

越明显，这也给中小企业带来了机

遇，致力于寻求个性化的产品，满足

个性化的需求，满足细分的消费市

场，也会给企业带来升级。

双百亿领军人物巅峰对话

(上接A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