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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景芝芝窖窖藏藏酒酒首首日日签签约约超超千千坛坛

鲁企正能量·走进景芝酒业

转型突围·鲁企正能量

“景芝是‘中国历史文化
名酒’和鲁酒的典型代表，其
芝麻香更是立志要与酱香、
浓香、清香并肩发展，因此无
论是在品牌传播还是站在整
个酒业发展的高度上，跟景
芝合作都是首选。”作为酒类
电商的知名企业，谈到为何
选择与景芝合作，卧石泉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总裁张志宏
说，这样一家具备深厚酒文
化积淀的酒企更需要通过电
商渠道让更多消费者认识了
解，并通过其他互动体验模
式，真正为消费者提供质优
价廉的酒品，引导白酒消费
理性回归。

在张志宏看来，当前白酒
行业确实面临经营环境业绩
的压力，在这种深度调整背景
下，老百姓更渴望以往靠炒作

价格、包装、概念的运作模式
能够回归酒本来的属性，因此
与景芝酒业齐鲁酒地合作，所
有的体验、互动方式都是立足
于消费者的需求，真正让老百
姓得到实惠，通过传统酒文化
激发出大家对白酒消费的共
鸣，树立白酒消费信心，否则
所有这些营销都是一场秀。

“一直以来，对国内的白
酒而言，流通就是单纯的流
通，收藏就是单纯的收藏，两
个领域没有跨界的部分，实
际上，良性的白酒市场应该
是流通到一定程度后上升到
收藏饮用。”张志宏认为，高
端白酒的特性在于其陈化能
力，随时间推移，酒的品质会
更好，而且随着酒品被消费
掉，存量越来越少，从而释放
出收藏价值。

“白酒业的深度调整虽然
有国家政策影响的因素，但这
些年行业的超常规发展也是
重要原因。”来安贵说，像景芝
这种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底
蕴的地方名酒，在白酒行业受
到冲击的背景下要寻觅机会一
跃而出。

来安贵告诉记者，目前国
内一线名酒品牌受冲击较大，
政务消费越来越多地趋向于
地产名酒。同时，景芝旗下多
款不同香型系列产品增长均
衡，这也证明景芝酒业经受住
了市场的检验，今年前三季度
景芝酒业逆势实现销售额增
长20%。

“未来市场竞争会越来越
激烈，而白酒市场将会更加注
重消费者的体验式营销，我们
打造齐鲁酒地就是为了借助

景芝5000年酒文化的积淀，用
文化营销、体验消费引领消费
正能量，促使白酒价值回归，探
索鲁酒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来
安贵表示，齐鲁酒地所拥有的
酒窖面积近20000平方米，是最
佳藏酒场所，此次窖藏酒品选
取了景芝最优质的原浆酒，这
是景芝酿造的精髓，眼下正是

“秋收冬藏”的最佳时机，其本
质都是遵循传统的酿造工艺，
保证酒品的高质量。

来安贵表示，在齐鲁酒地
消费者可以亲自全流程体验
藏酒过程，感悟源远流长的酒
文化，享受个性化定制服务，
最终获得消费体验的升级，景
芝也将以此为契机全力打造

“中国北方生态酿酒第一镇”，
为引领鲁酒振兴和消费正能
量做出龙头企业应有的贡献。

卧石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裁张志宏：

电商嫁接文化激活鲁酒消费潜力

山东景芝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来安贵：

景芝将做鲁酒体验消费引领者

记者 李岩侠

“世界各国皆有佳酿醉客，然以
酒香渗入千年不得拔离者唯有中
国”，这句余秋雨先生说过的话，今
天再次被一些与会嘉宾所想起。

无论是在刚刚开园的景芝齐鲁
酒地欣赏流瀑四溅的美酒池，还是
在封坛大典上看景酒人虔诚万分地
向大舜酒祖敬献景芝酒基、诵读国
酒赋文，人们似乎忘了曾经的推杯
换盏甚至吆五喝六的酒场，而联想
起“把酒问青天”的苏轼和因思念夫
君而“浓睡不消残酒”的易安居士。
余秋雨所言国人对美酒佳酿的“不
能拔离”，其实是酒对华夏文化的浸
润和渗透。

酒与文化，从来都是水乳交融
般不可分离。自大舜酒祖酿出美酒
的那一天起，无论是国家兴盛衰败、
人生事业进退得失、爱恨情仇聚聚
散散，都离不开一个酒字，人生可谓
成也酒败也酒，喜也酒愁也酒，聚也
酒散也酒，爱也酒恨也酒。可以说国
人的一生，但凡重大事项都有酒相
伴，并为此成就了诸多专门礼仪和
礼节。

饮酒不仅被国人视为人生最重
要的事情之一，还成为古今智者认
识世界、彻悟人生的最好媒介，所谓

“梦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都是智
者酒中品味人生的真言。有人说，我
国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几乎就是一
条由酒液流淌成的璀璨长河。

然而，当时光奔流到当下，文化
像抽丝一样开始从国人日日不能离
的美酒中淡化游离。今人们谈起酒
来，最关注的往往是价格高低，似乎
千元一瓶的酒比百元一瓶的酒更能
表达感情和品位。更有一些人以“某
夜与某人喝过多贵的酒、吃过多贵
的大餐”为荣，哪怕是喝得吐了也念
念不忘。正是在这种攀比和利益交
换中，当下的白酒消费多了攀比和
粗鲁，少了真情和斯文。

当限制三公消费的正风刮起，
一些以高档酒消费为代表的公款消
费、奢华消费逐渐降温，一些酒店酒
厂产品积压效益下滑乃至亏损，有
人抱怨是“转作风”打压了消费行
业，更多的人则盛赞这才是社会风
气的纠偏和理性消费的回归。

动情处一饮而尽也好，评谈间
小酌深思也罢，可纵论世间大事，可
商谈合同协议，可呼朋唤友，可三五
小聚，作为一种消费品，当白酒消费
趋向于真情纪念、真心记惦、真诚交
流、坦诚相见的回归，这便是白酒消
费本色的回归，更是白酒文化属性
的回归。

“早就听说景芝推出窖藏
酒了，我提前三天就把款交了，
今天过来签约。”10月19日，由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等联合主办
的首届中国 (景芝 )生态酒文化
节暨景芝国营65年庆典活动盛
大开幕，景芝酒业重点打造的
窖藏酒得到经销商和消费者的
广泛认可，不少消费者提前三
四天即已交款预订。据景芝酒
业相关负责人介绍，开幕式首
日累计签约量已超过1000坛，
饱含浓浓酒文化的窖藏酒不但
是对白酒传统营销模式的创
新，更引领了白酒理性消费的
正能量。

有人一口气存了24坛窖藏酒

“洞中一年，洞外三年”，这
是藏酒界人人皆知的行话。记者
了解到，齐鲁酒地酒窖面积近
20000平方米，是国内最大最专
业的酒窖之一，具有恒温、恒湿、
避光、无震动、无噪音等优势，具
备酒品陈放的最佳微气候特点。
这些条件正适合酒在储存过程
中各种微量香味成分的分解、化
合等作用，使酒越放香味越醇
厚、谐调、爽净。

“此次窖藏的景芝产品包括
芝麻香型国标景芝等四个系列，
规格有50斤、100斤、200斤三种，每
一坛藏酒均刻有唯一的藏酒编
号，并附有收藏证书和九环溯源

品质确认书，客户可自行设置每
坛窖藏酒的封装密码。”齐鲁酒地
股份有限公司洞藏中心总经理任
重指着酒窖里一坛坛整齐排列并
已封装好的藏酒对记者介绍说，
客户完成定制后可以自行保管
酒，也可以委托齐鲁酒地进行储
藏并享受前三年免费，需要取酒
时齐鲁酒地提供配送服务。“分装
酒全程视频录像，消费者可以通
过齐鲁酒地官方网站查看录像，
确保酒水品质安全。”

任重告诉记者，景芝的窖藏
酒一推出立即引发市场强烈反
响，酒节开幕前几天陆续有经销
商和普通消费者表达存酒意向，

而且汇来钱款，只等今天到现场
边体验边签约。“昨天定出去200
多坛，其中100斤装的比较多，加
上前期许多提前预订、当天来签
的，今天将完成签约一千余坛。”
任重表示，这其中经销商和消费
者各占一半。其中经销商积极性
很高，因为他们知道酒好，而且
款打过来后，酒放在齐鲁酒地，
不需要仓库和人工管理，也不用
车运输，配送也不用管，大大减
轻了资金压力。

“一个消费者一口气存了24
坛，既自己喝，又可以送朋友送
客户。”任重表示，从年轻人藏酒
结婚用、给孩子用、孝敬父母用；

到老年人招待好友、赠送亲朋，
很多人都亲自跑到酒窖自己封
存，并拍照留念。

山东景芝酒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来安贵告诉记
者，窖藏酒首先是对传统白酒渠
道营销模式的创新，通过齐鲁酒
地的窖藏、配送，让经销商的资
金解放出来，更好地挖掘终端用
户的白酒消费需求并提供定制
化、个性化服务，激活了整个产
业链。此外从本质上讲，窖藏酒
将国际上流行的酒庄文化引入，
顺应了消费者的内心需求，也为
鲁酒的转型发展探索出了有益
的经验。

牵手电商，3亿元战略合作开辟新蓝海

除了经销商和消费者对窖
藏酒的青睐，景芝此次推出的
窖藏酒还吸引了酒类电商企业
的目光。

19日上午，国内最具创新模
式的以酒类为核心的电子商务
平台及会员综合增值服务平
台——— 卧石泉国际高端收藏酒
交流中心与景芝酒业共同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品牌化
高端酒品合作开发、“卧石雅集”
私藏酒窖及会员增值服务、电子
商务、白酒文化推广交流等方面

开展全方位的战略合作。
“对方原本是来洽谈其他

白酒业务，可一听说我们的齐
鲁酒地项目，立即对这种酒地
体验和文化营销模式产生浓厚
兴趣。”景芝酒业一位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在参观完齐鲁酒
地的酒文化博物馆、酒窖、各类
体验区之后，对方便有了强烈
的合作意向，直到今天3亿元的
战略签约，很多合作模式和细
节都已基本确定。

卧石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总裁张志宏表示，卧石泉国际
将走线上线下同步结合的路
子，发挥创新电子商务平台与

“卧石雅集-私藏酒窖”私人定
制藏酒和白酒文化互动体验平
台的作用，在各名牌酒企深度
植入，为消费者全方位提供集
收藏、品鉴、白酒文化交流与深
度体验等全方位的增值服务。
此次双方联合定制的这款珍稀
产品，是芝麻香的发现者———
现已80高龄的于树民先生亲自
精心监制的一款高端珍藏酒，

意义深远。
来安贵表示，白酒作为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历史积淀，
在进入收藏领域不长的时间
内，已经成为收藏界追捧的重
要对象和亮点，酒类电子商务
平台的加入，使得酒品的传播
和后续服务变得更加便捷。因
此双方的合作是一种很好的优
势互补，实现高端酒品收藏与
消费的理性回归和可持续的价
值增长，引领中国酒类收藏与
消费领域的健康良性发展。

当美酒不再

“拔离”文化

文/片 本报记者 马绍栋

到场嘉宾封坛。

大侠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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