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是一种著名好酒，都是经历
了数千年不俗的历史传承，云长云
舒的社会变迁，烽烟漫卷的朝代更
迭，才做到了时光无意人有意，岁
月无情酒有情。

乾隆杯酒业就是显明的代表，
继承了昌邑人民勤劳智慧的精华，
在白酒酿造上继往开来，高歌猛
进。近来推出的“天赐龙吟”、
“天韵龙吟”两款美酒，集中代表
了承前启后的能力与水平，这正达
到了“皇家窖藏，天赐龙吟”的境
界。

然而，提到“天赐龙吟”、
“天韵龙吟”两款美酒的精酿成
功，就需要提及一个重要的人物。
她就是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昌邑
乾隆杯酒业勾兑中心主任--张秀
敏同志。

独树一帜
赋予美酒强劲生命力
字字珠玑
二十四字格言成真经

回首一下就会发现，乾隆杯酒
业当初决定研制“天赐龙吟”、
“天韵龙吟”两款美酒的初衷，就
是要重现清朝中叶的皇家窖藏品
质，达到和顺绵软的要求。

在由此展开的社会调查中，张
秀敏惊喜地发现，根据文字记载的
资料，昌邑酿酒的历史源头，可以
一直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初
期。也就是说，四千多年以前，昌
邑就酿制出了堪称中华酿酒史上最
早的高梁酒。

到了清朝中叶，由于乾隆皇帝
与满世隆的关系，昌邑酒业一度达
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
史书记载“酒味甘醇，香飘胶莱，
醉宿潍水，名驰远近”。于是，张
秀敏便顺着这条线索，开始了对皇
家御窖的研究和酿酒技艺的挖掘。

对于张秀敏的勤奋探索，人们
称之为传统白酒酿造密码的破译。
因为在她看来，酿酒的过程，就是
一种新生命孕育和诞生的过程，必
然有一种无形的、深奥的、组合排
列的遗传信息在里面发挥着关键作
用。

经过多年深入地研讨，反复的
尝试，她对酒中的酸、甜、苦、
辣、涩、燥、陈、老、绵、软、醇
厚、细腻、净爽等一系列感受，进
行抽象和提纯，进而做到了细化量
化，总结出了妙不可言的 24 字格
言。

24 字酿酒格言的创立，使乾
隆杯酒业的酿酒水平明显上升了层
次，并且量化细化到了每一个岗位
和个人。有了明确的标准，有了可
靠的数据，酿酒的稳定性大大加
强。对此，一些老酿酒师傅不无感
慨地说：“这次真正找到皇家御窖
的感觉了。”

古为今用
深挖内涵稳步上层次
巧妙调度
取长补短天赐香生香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后，张秀
敏并没有骄傲和自满，而是以此为

新的起点，继续进行她的探索与发
现。

在这之前，对张秀敏影响最大
的，是古代酿酒大师们创造出来的
酿酒格言。如“黍稻必齐，曲蘖必
时，湛之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
良，火齐必得”等。可是，她在运
用这些传统精华的时候，又不简单
套用，而是结合皇家御窖的特点一
起甄研，并用现代科技的手段进行
分析核查，从而去寻找很容易被人
忽略的深层次内涵。

在此基础上，她充分发挥创
新，总结出了“用粮必精、取水必
甘、配曲必陈、器具必洁、贮藏必
久、做工必细、管理必严”等一系
列工艺用语，被一线酿酒职工们称
之为好记好用的四字真经。并且在
原料粉碎配置上，季节更替及气温
变化上，还有合理调整水分、酸度
等，都确定了操作的标准和控制的
数据。

在酒的勾兑上，她坚持以用为
纲，充分把握原料特长，利用酒与
酒之间“取长补短”的原理，采取
“酒勾酒、香生香、味配味、度调
度”的诀窍，按照新、老、陈酒度
不同的工艺元素，配以高科技手
段，使酒中的酸、酯、醇、醛、酮
及其它微量元素成分，充分达到平
衡、稳定、和谐的效果。

正是这样的精益求精，乾隆杯
酒业的产品不但达到了统一标准、
统一酒质，确保了长期稳定的质
量；而且突出了自己的风味，划分
出层次格调，形成了皇家御窖的特
色。“天赐龙吟”系列美酒就是在
这样的基础上研制精酿出来的。

深入挖掘
古老工艺重返放光彩
杏仁香型
似有似无八月清爽风

经过仔细用心的品尝，不管是
“天赐龙吟”还是“天韵龙吟”，都有
一番独特的风味，只是委婉之别、豪
放之分而已。其实，这就是脍炙人口
的“杏仁香”香型。

杏仁香起源久远，有上千年的
历史。在清初，“皇杏酒”( 以前
叫黄杏酒) ，即被列为昌邑三大名
优特产之一，进贡入宫。《昌邑县
志》(乾隆版)在名珍类载：“昌土
物丰，名珍种多，以丝茧、卤盐、
皇杏酒为最。潍河两岸产黄杏，肉
味美，仁入药、佐食，以制醪醴，
异醇香。滨海四社善酿，龙池地烧
锅逾百户。康熙五十八年列贡品，
奉名皇杏酒。”后成为乾隆杯酒的
一个传统香型。缘其醇香浓郁，净
爽柔顺，兼有清心明目等微妙功
能，所以于乾隆年间风靡南北。

由于历史原因，这种平民百姓
难得一饮的皇家香型，消失在了历
史云烟之中。张秀敏发现以后，查
找大量资料，即使蛛丝马迹亦不放
过。由于沿着这条主线深入挖掘，
决不放松，终于推陈出新，使古老的
传统工艺重现光彩。

因此，新推出的“天赐龙吟”、
“天韵龙吟”两款美酒之中，一种杏
仁之香融入其中，似隐似显，似有似
无，使人感受到那种八月的清爽，长
期饮用确有保健功能。所以，杏仁香

型与芝麻香型、五粮香型，统称为白
酒业界的三大香型，并且填补了我
省酿酒领域的一项空白。

由于成功破译了传统酿酒基因
密码，由于恢复了皇家御窖的严格
贮藏方式，乾隆杯酒业将推出的“天
赐龙吟”系列美酒，都达到了醇正甘
美、炉火纯青的程度。

但仔细品尝分辨，又有着相应
的区别。“天韵龙吟”酒质清香柔和，
就像才子佳人那样的才思敏捷，婉
约清新，情意缠绵，幽幽咽咽，具有
清词丽句那样的意念和格调。天赐
龙吟又是一番风味，真正的豪迈和
华贵，真正的旷达和悠远，让人饮出
帝王将相那样的享受，文治武功那
样的心态。所以，“天赐龙吟”系列美
酒，所要展示的，是皇家御窖的工艺
回归；所要弘扬的，是中国传统酒文
化的英姿
风 骨 。 正
是：天赐龙
吟皇家窖，
无限醇美在
玉壶。

胡一平

乾隆杯酒业成功破译传统白酒酿造密码

承前启后重工艺 好酒出自咱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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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蔬菜医院全国“视频接诊”
以前打“飞的”寻医问药，现在随时解决

本报 8 月 23 日讯
(记者 董惠 周锦江)23
日，第三届全国青年农民
技术培训大会在寿光举
办，此次大会吸引了来自
12 个省市自治区的农业
人员参加。

蔬菜得了病，当地解
决不了就寻求专家帮助。
23 日，宁夏农民刘风华
说，以前多是寿光的蔬菜
专家坐飞机过去，两千多
公里，费时费力，还可能
耽误最佳治疗时间。寿
光蔬菜医院的成立就解
决了这个问题。
“有了蔬菜视频医

院，菜农问题就能随时解
决了”。来自宁夏中卫
柔远植保经销部的刘风
华说，以前宁夏农民的
蔬菜有个疑难杂症，经
常远水不解近渴。“如
果有了视频医院，自家
门口就能找到专家，实
在太方便了。”

刘风华告诉记者，
宁夏以前农民种植主要
以粮食作物为主。到 95
年之后，西部实施农业
开发，才开始大面积种
植蔬菜。单单刘风华所
在的宁夏中卫市在前两
年蔬菜基地就已经开发
了 8000 多亩。近年又在
黄沙带上开辟了万亩的
有机蔬菜生产基地。
“可是基地虽然建起来
了。但相比寿光，宁夏
起步晚，技术跟不上。
农民蔬菜有了问题，就

犯了愁。”
在前些年，寿光还

曾派蔬菜专家到宁夏对
农民进行实地培训，收效
也很大。“但蔬菜问题又
不是年年一样，碰到新问
题，菜农就抓了瞎。”而这
次刘风华不远千里过来
拜师学艺，更为重要的是
有自己的“小算盘”，与寿
光的专家通过网络等建
立好长期联系，为农民解
决难题。

在青年农民技术培
训大会的活动现场，记
者发现，像刘风华一样
的学员还真不少，很多
都是冲着“蔬菜视频医
院”来的。李素环，来
自河北保定，“听说寿
光有个蔬菜视频医院，
通过这个培训过来看
看。”李素环告诉记
者，平时的培训尽管很
重要，但蔬菜问题复杂
多样，专家讲解也不能
面面俱到，相比之下，
“蔬菜视频医院”一天
12 小时有专家服务，就
方便实用多了。

寿光模式在多地区复制成功
500 多名农业人员菜都“取经”

在青年农民培训大会
上，冬暖式大棚之父王乐
义前往为青年农民加油打
气。王乐义说，“年轻的
朋友们，我毕生的追求就
是把中国的农业做好、做
大、做强，在奋斗的过程
中年轻人才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在未来将发挥更大
的作用。”

科技兴农的重点在科
技上，令人可喜的是，在
田间地头涌现出一大批土
生土长、掌握丰富实用技
术的农民科技员。 2005
年开始，寿光建立了全国
首家蔬菜医院，通过视频
网络为全国各地农民解决
蔬菜方面的问题。

王乐义告诉青年农民
们，随着《食品安全法》
的颁布，不能再像以前那
样种菜，而是种绿色、无
公害的菜，在农药、化肥
等各方面都提出更高的要
求。“我 70 岁了，依然
和大家战斗在一起，很愿
意和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
(指蔬菜产业)办好，做成
绿色产业、生态产业”，
王乐义说。

本报记者 周锦江

王乐义寄语青年农民

“不能像以前

那样种菜”

专家带着学员去棚里上课

本报 8 月 23 日讯 (记
者 周锦江 董惠)记者采
访了解到，寿光模式在新疆、
河南、宁夏，以及省内东营等
多个地区复制成功。

寿光市作为全国闻名的
“蔬菜之乡”，在蔬菜种植、基
地管理、病虫害防治、种子研
发、种苗培育等方面走在了
农业领域的最前沿。这次农
业技术培训大会的初衷就是
利用寿光在全国的影响力搭
建一个全国性的技术、经验
交流平台。

记者在现场采访了数十

位“取经人”，有不少是第二
次或第三次来，都带着本子
和纸笔，这些取经人中有不
少回去之后成为影响一个地
区农业模式的关键人物。

来自河南濮阳的李宗印
是一位农资产品销售者，也
是第三次参加农民技术培训
大会。“以前种地是老人带年
轻人，现在是年轻人带老
人”，李宗印告诉记者，现在
公司、基地、合作社形式出现
之后，本地不少人说种了大
半辈子地现在“不会种了”。
李宗印说，2008 年来寿光参

观学习之后他着手在当地搞
了一个丝瓜合作社基地，这
也是寿光的经典模式“公司
+基地+合作社”。现在合作
社模式出现了不少，但大多
规模不是很大，基本上还是
各自为战，很大的一个制约
条件就是技术，包括育种、种
植、病虫害防治等等。

寿光市副市长桑文军
说，“目前寿光市有 10 万农
民获得‘绿色证书’，2 . 4 万
名农民获得‘农民技术员’称
号，近 200 名农民成为‘农民
科技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