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酒大赛 14地市花开有声

在本次比赛中，除了朋友团、夫妻档，白丁虎、白培章这对
父子兵也吸引了众多参赛者的目光。今年33岁的白培章特地
陪父亲过来参赛。“他品我替他写，父亲不会写字。耳朵也有点
背，评委说话可能听不清，我给他来当翻译。”相较儿子，父亲
白丁虎喜欢白酒多一些，“以父亲为主，只要父亲心里高兴就
行了。”白丁虎说。

“酒后吐真言”
“通过比赛，我们感受到山东酒文化的大步发展，鲁酒文

化正走进百姓日常生活，相信鲁酒振兴之路将越走越平
坦……”在整理答卷时，记者发现很多参赛者“酒后吐真言”，
在试题空白处附写了参加这次活动的切身体会。
张爱学先生在试题纸上这样写道：“我是一名白酒爱好者，首
次参加百姓品酒比赛，学到了很多白酒知识，丰富了自身阅
历，结交了好酒友，这些让我受益匪浅，感谢！”淄博的魏光利
先生也针对山东白酒企业诚恳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我认为
要保持酒质的持久性和连续性，同一品牌的白酒口感不能在
不同批次上有差异；谨防个别白酒封口不严，在搬运过程中避
免渗漏现象；我觉得要把‘芝麻香’作为中国酒文化发展的里
程碑，重点宣传、推广，促进、巩固、发展好高端白酒的‘芝麻
香’地位。” (实习生 刘秀秀 徐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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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挖掘民间品酒高手，树立理性饮酒习惯，梳理百姓饮酒喜好，第

二届山东省百姓品酒大赛一月份一经启动，全省掀起品酒热潮。品

酒大赛初赛在济南、烟台、济宁等14地市相继举行，品酒高手丛出，

品酒趣事不停……

站在众多男性品酒客中，徐凤女
士一抹鲜亮的橙红色十分醒目，这次
她是和父亲一起来参加比赛。只见她
端起酒杯，轻轻嗅闻，几经对比后才
在试卷上填上答案。

见其面前的酒杯还比较满，记者
很是好奇，为何别的选手酒杯中至少
空了一半，而徐凤杯中酒几乎未动。
徐凤解释道，“度数靠常，香型靠闻，
不用喝很多的”。

看着填完的试卷，徐凤表示挺有
信心，“凭第一感觉，应该没问题”。说
着为记者演示纯粮酿造酒和勾兑酒
的区别。她向两只酒杯中分别倒入一
点矿泉水，透过玻璃酒杯能看到酒体
被水迅速冲散。很快，两只酒杯中就
出现了差别：一只酒杯中依然纯净透

明，另一只酒杯中变得浑浊，似乎有
白色细小颗粒升腾起来。“勾兑酒只
有酒精和水，混进去水也看不出来差
别，但是粮食酒里除了酒精有其他的
成分，一旦混进去水就会变混，这是
鉴别粮食酒和勾兑酒的一种很简单
的方法。”徐凤说。

填完自己的试卷，徐凤赶去父亲
身边，因为父亲不识字，便由徐凤指
点答题。被问及是否已经超过了父亲
的品酒水平，徐凤笑笑：“还是我爸会
品”。来自牛庄镇大杜社区的吕剧演员
和东营百乐相声会馆的相声演员也在
现场为观众朋友送上了一场精彩的文
艺节目。徐凤父亲说：“天公作美，不仅
有酒喝着还有戏曲和相声听着，简直
就是一种享受了。” (记者 崔立慧)

在3月29日的品酒大赛结束之后，
六名优胜者收到了山东帝豪酒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倪士伟颁发的聘书，这六
名选手被聘为帝豪酒业的特约品酒
师。

倪士伟表示，这六名选手都是消
费者中的精英代表，公司下一步改进
酒水品质、开发新产品都非常需要他
们的意见。在受聘成为帝豪酒业特约
品酒师后，他们将参与到公司下一步
的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以便让帝豪酒
的口味更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受聘成为特约品酒师的王志海表
示，他本身就是一名帝豪酒的老消费
者，现在能够成为帝豪特约品酒师感

到非常高兴。他自己也非常乐意通过
自己提供的帮助，让枣庄的本土酒水
企业发展得更好。随后六名特约品酒
师对帝豪酒业的新产品“九年御品”酒
进行了品评，与帝豪酒业的开发人员
交流了对新产品的看法。

参赛现场不仅有品酒高手，还有藏
酒高人。从滕州赶到赛场的王先生带来
二十年陈酒，两瓶二十多年前由帝豪酒
厂前身——— 枣庄市酿酒总厂生产的高
粱酒，厂方工作人员现场为其估价，每
瓶至少应该是是三位数的价值。厂方工
作人员表示，白酒对储存条件的要求比
较高，如果王先生愿意，厂方将此酒储
存于酒窖中。 (记者 袁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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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酒会现场有一位白发老人引

人注目，他叫赵广勇，今年82岁，家住
经济技术开发区。“我喝了一辈子酒，
现在年纪大了，孩子们只让我每天喝
二两。”赵广勇笑着说。作为世代中
医，赵广勇特别懂得养生，吃饭、作息
都很有规律。“我平时就喜欢小酌一
杯，调养身心。”赵广勇补充道。

陪赵广勇来参赛的是他的孙女
婿魏先生，也是本次品酒会的参赛
者。“老爷子除了听力不太好，身体其
他方面都很好。”魏先生说，老爷子现
在每天在家里坐诊，为慕名而来的求
医人望闻问切。

很遗憾，赵广勇没有进入总决
赛，对此赵广勇称回去要在控制好酒
量的同时提高品酒能力，下次品酒会
要“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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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白酒，想必不少男士会认
为自己最有发言权。然而，品酒大
赛临沂地区初赛结果颠覆了这个
常理，九名晋级者中竟有七名是女
性。这让在场的参赛选手及工作人
员大感意外，“真不敢相信，最会

‘喝’白酒的，竟然是广大女同胞！”
很多男选手表示，看到这么多女选
手获奖，自己不得不说“佩服”。

实际上，在本届比赛报名之

初，女性选手的报名比例就非常
高。说起众多女选手获奖，本次比
赛的裁判之一，山东温和集团副总
经理吕月明认为，相对于男选手，
女选手的准确度要高，“她们都很
年轻，通过比赛发现，女选手的嗅
觉都很敏感细腻，对酒敏感度要
高，这可能是女选手比赛成绩高的
原因之一。”吕月明说。

(记者 徐 升 周广聪)

“这杯酒酒花比较丰富，持久
不散，初步判断酒的度数在52℃～
56℃这一区间内。”望、闻、尝……
品酒的方法有很多，民间品酒师
隋先生有自己的品酒小窍门。

酒度鉴别环节，在场的品酒
师大多都是先将鼻子靠近酒杯口
闻，然后再小酌一口，细细品尝。
隋先生做的第一件事不是闻，而
是用手心按压住杯口，轻轻摇一
摇，仔细观察酒杯中出现的酒花。

“通过观察酒花能够对酒的
度数有个初步把握。”民间品酒师

隋先生说，60℃以上的酒花大，消
失得比较快。52℃～56℃之间的酒
花比较丰富 ,持久不散。40℃左右
的酒花稍细，持续时间比50℃左右
的稍短一些。30℃左右的酒花特别
细 ,持续时间特别短。通过观察酒
花 ,对酒度有个初步判断，再通过
品尝，利用胃部感觉做出更为精
确的判断。“度数高的酒下肚，胃
部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击感；度数
低的，喝起来比较寡淡 ,基本没有
冲击感。”隋先生说。

(记者 赵兴超 贾锦锦)

颠覆眼球 临沂九名晋级者竟七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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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下午，聊城昌润大酒店
三楼多功能服务厅内酒香阵阵，来
自聊城各县区的众多选手摩拳擦掌
等待比赛一决高下。伴随着大赛裁
判长的一声令下，品酒师们纷纷端
起面前的酒杯来摇一摇、看一看、闻
一闻再尝一尝，现场一片安静。经过
酒度差、香型辨识、质量差等几个回
合的比拼，六位选手一路过关斩将，

顺利晋级决赛。
“报名之后就没吃葱、吃酸、

吃辣椒，就怕吃刺激性食物会影
响到味觉。”一位参赛者告诉记
者， 大赛专家组长、来自聊城景
阳冈酒业有限公司的张长伦介绍
说，此次大赛的选手尽管都是平
民百姓，但给人的感觉像是有备
而来的。 (记者 凌文秀)

看似无意实则有备 百姓品酒各有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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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不让须眉，25岁的曲
延娥和30岁的罗淑霞，以92分
的高分与其他两位男士并列
第一。

“看来来了位女中豪杰
啊！”22日，25岁的曲延娥陪
同老公一起来到品酒大赛现
场，就引起“酒友”们的阵
阵热议。

曲延娥说，平时家人喝
酒时，她也会品一点，来参
加品酒大赛，她完全凭借感
觉。“没想到今天输给老婆
了。”看到老婆取得第一名
的好成绩，老公在一旁直竖
大拇指表示佩服。

(记者 牟张涛 孙婷婷)

▲品酒大赛上，白丁虎、白培章父子齐上阵

▲临沂赛区9名晋级者7名是女性

▲德州赛区年过八旬品酒选手

▲牛庄镇大杜社区吕剧演员为品酒大赛助兴 选手认真观察酒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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