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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如何让企业活
在未来？仰韶酒业将突破的关键放在了技术
创新和品质提升上，努力实现从传统白酒企业
向先进的创新型企业转型，从省内市场向国际
化市场转型，从生产向生产与服务并举转型。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传统白酒企业正在
积极转变原有的以单一产品为核心的模式，
加快向科研创新、品类创新、营销创新、宣传
创新转变，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作为新时
代下的中国白酒骨干企业、豫酒领军企业，仰
韶酒业始终致力于创新发展，并不断提升产
品的内在品质，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
从而酿造具有河南地域特色、文化特色、工艺
特色的好酒。

创新决胜未来，仰韶要把科技创新打造成
为高质量发展的河南“名片”。一方面，紧扣高
质量发展目标，紧跟中国酒业变革趋势，以创
新为主线，坚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
创新链培育产业链，加速仰韶酒业的转型升
级，坚定打造好“仰韶”这个民族品牌。另一方
面，瞄准未来科技创新的大趋势、大方向，敢于
整装——调结构、挺价格，立足当下——强品
牌、抓管理，走好眼前的路——提单产、促销
量，明晰新时代科技创新的重点，在增强陶香
核心技术支撑力、优化区域名酒创新布局上下
功夫，着力深挖陶香、增强创新能力、提升技术
实力、激发创新活力。

仰韶科技团队的技术赋能与相关科研平
台深度融合，保证仰韶持续、健康发展，让更多
消费者享受到更优质的白酒。仰韶酒业在经
历了一个个发展的转折点后，每一次坚守梦
想、坚决创新、坚持实干的战略转型，都促使企
业在主动变革中觅得发展良机，驶入更为快
速、更高质量的发展快车道。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新时代是奋进
者的时代，更是创新者的舞台，我们每一个豫酒
企业都是中国白酒业科技创新的主体，都要能
切实担负起科技创新的使命与责任，用实际行
动携手擘画创新发展的新蓝图。 杨文 文/图

不负使命重托 加快转型发展

为更好地推进河南省白酒业转型发展，打好豫酒振

兴攻坚战，助力中原更加出彩，省相关领导走进仰韶酒业

并殷切寄语：把仰韶作为豫酒领军品牌进行打造；打造好

彩陶坊天时高端品牌；做好豫酒振兴领头羊；做好豫酒振

兴排头兵！

省领导殷殷期盼、深情寄语的背后，是仰韶以科技创新

孕育产业兴起的步伐，正在深刻影响着豫酒的发展格局，为

促进中国白酒业科技进步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傲人态势。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对河南白酒业而
言，唯有不断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
展，方可实现由大变强的夙愿。多年来，
仰韶酒业从深度研发陶融香，适时推出
彩陶坊为依托，致力为消费者造“好看、
好闻、好喝、好受”的四好产品。凭借科
技研发的十年磨一剑，仰韶打造的最直
观的四好产品，消费者的切身感受是实
实在在的。市场销售连续 7年以超 30%
的速度增长，全年超过 87 万桌宴会、
2000 余场高端政商务会议将彩陶坊选
为指定用酒，创新驱动下，1000 万人次
的终端消费者覆盖率，有力地彰显了仰
韶作为豫酒标杆的创新实力。

科研创新，仰韶酒业有江南大学
酿 酒 研 究 中 心 河 南 分 中 心 与 河 南 白
酒 博 士 后 研 发 基 地 为 后 盾 ；品 类 创
新 ，仰 韶 酒 业 深 耕 细 作 地 打 造 出 了
醹 、雅 、融 的 陶 香 型 风 格 ；仰 韶 酒 业
始终以充足的“创新自信”占据制高
点、提高品牌势能。科技引领进步，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只 有 始 终 坚 持 技 术
创新，方可将产品的品质、口感提升
到 更 高 水 准 。 事 实 上 ，仰 韶 酒 业 一
路 走 来 ，一 直 秉 承 着“ 坚 守 匠 心 、勤
于创新”的理念，以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 神 、勇 于 开 拓 的 创 新 精 神 酝 酿 出
了 河 南 酒 业 的 新 形 象 ，积 淀 出 了 陶
香型白酒的醇厚。

注重科研，大胆创新，由此所引发
的市场共振促使彩陶坊成了豫酒品质
的代表。2018 年以来，不仅先后有百
家媒体走进仰韶探访质量标杆的成功
之道，王延才、王新国、宋书玉、陈传
意、徐岩等数十位行业专家赴仰韶调
研，更有省领导亲临仰韶指导工作，

“科技仰韶”在品质层面展现出了强
劲的生命力。

在河南白酒业转型升级、由大变强
的关键时刻，仰韶酒业坚持对研究的进
一步深化，2018年11月1日，与中国酒
类行业权威学府——江南大学达成战
略合作意向，双方从微生态及风味角度
分析陶香型白酒成因，深入挖掘陶香型
酿造工艺的核心价值，为品牌价值提升
及产品推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持续推
动高质量发展。

常怀进取心，更需实干行。仰韶酒
业科技楼的化验室里，化验员忙碌异
常，他们运用各种仪器进行区域微生物
环境特征和代谢生物的研究，目的就是

利用现代发酵工程、酶工程、基因工程
及蛋白质组学技术，找到陶香型白酒与
仰韶特定环境下区域微生物的必然联
系，找出形成陶香型白酒独特风格的一
种或几种微生物，对它们在发酵过程中
的代谢产物进行分析，为香味成分的分
析打下基础。同时，他们还对陶香型白
酒与其他香型白酒在微量成分方面的
差异化进行分析比对，监控决定陶香型
白酒特殊风格的微量成分。在仰韶酒
业董事长侯建光的主导下，2013 年，江
南大学酿酒研究中心河南分中心落户
仰韶酒业，并引入了拥有全省唯一的微

生物实验室的河南省首个白酒博士后
研发基地。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成绩都是奋
斗出来的。仰韶酒业以市场为导向，打
造了一系列品质高水准、外观高颜值的
超级大单品，不断推动质量升级的背
后，是仰韶人实干进取的科技创新，正
是在强大的科研优势和先进的技术支
持下，正是对这些细节的专注和科技成
果的研发，保证了彩陶坊独特的口感和
稳定的酒质，也使得“实现仰韶品牌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一天天
拉近。

实干进取 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新驱动

不断展现强劲生命力

从科技创新看仰韶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转型升级

坚定打造好民族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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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清目秀，温文尔雅，如果在河南科技大
学的校园里与20岁的大学生曹君娴相遇，你
很难把她与一家年营业收入超3000万元的

“新四板”上市企业董事长联系在一起。
不只是“创业牛人”，曹君娴还是河南

科技大学学生会主席，活跃在学生工作、志
愿服务活动中，用一次次突破践行“奋斗的
青春最美丽”的价值追求。

曹君娴的出彩青春，与家庭教育和个
人奋斗密不可分。曹君娴家在南阳市唐河
县，2016年，她高三毕业那年，父亲送给她
一份特别的“成人礼”——一家新注册的面
粉厂。这说是一个厂子，其实就是一个规
模只有20人的“小作坊”，经营状况也乏善
可陈。“正是如此，我才要‘折腾’出一片新
天地。”曹君娴暗下决心。

当年 9 月，曹君娴如愿考入河南科技
大学法学院，并经过遴选进入法学院的卓
越班。此时，她的心里萌生了困惑：一边是
经营困难的厂子，一边是刚刚开启的大学

生活，究竟该如何取舍？经过一番深思熟
虑，不服输的曹君娴没有将二者割裂，而是
选择了一条更加艰苦的路。

那时，曹君娴每天通过视频和工厂对
接，每逢假期都要返回企业处理事务。为
了不耽误功课，她课余时间大多泡在图书
馆里，常常深更半夜才返回宿舍休息。

后来，得知学校在农业、食品等领域有
着雄厚的科研实力，曹君娴动了小心思：“现
在高校都在力推校企产学研合作，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自己不就守着‘金饭碗’吗？”

曹君娴的想法得到了学校的认可和支
持。她迅速调整企业战略方向，推动面粉
加工厂向农产品深加工企业转型，并成立

校企联合实验室，开发新产品，应用新技
术。此后，她推出的一款“六味挂面”成功
申请专利，一经上市就成为“爆品”。如今，
企业已拥有6家直营店、33家经销商，产品
远销江苏、深圳等地，还成为学校的科技成
果转化基地、教学实践基地和大学生创新
创业基地。

这两年，曹君娴还以企业为平台开展
“芃麦计划”，助力精准扶贫。她说，“芃麦”
一词出自《诗经》里的“我行其野，芃芃其
麦”，诗句的意思是“我行走在田野上，看到
麦苗生长得很茂盛”。这个计划就是要从
小麦种植、深加工再到销售环节，带动群众
增收。“芃麦计划”还拿下了第四届中国“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和2018年“创
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的银奖。

“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
和奉献。”关于未来，曹君娴说，要以青春之
我、奋斗之我，让青春绽放得更加灿烂。

本报记者 白云飞

“出彩河南人”之第二届最美大学生曹君娴——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跑了半个月，却始终没办法在自家车位上

建起充电桩。”洛龙区一小区的宿女士和许多市
民一样，高高兴兴地买了新能源汽车后，却面临
个人充电桩安装难题。与此同时，由于在街头
找公共充电桩及充电过程很耗费时间，电价也
比居民用电高，我市目前已建成的1241个公共
充电桩，利用率仅为0.6%。

近年，绿色环保的电动汽车越来越多地进
入百姓家庭。事实上，受限于充电时长、车辆保
养及作息习惯，许多电动车主平时是在小区里
完成充电。相比街头的公共充电桩偏重于满足
路上应急充电，个人充电桩和小区内部的公共
充电桩实际需求量更大。尤其在自有车库、车
位自建自用充电桩，对车主的实用和便捷度是
最大最优的，所以是车主最理想的充电模式。
但由于个人充电桩厂家产品规格不一，施工标
准、消防规范、监管流程等不明确，电力设施、电
价政策等服务不配套，导致物业公司对业主安
装个人充电桩态度消极。

“给车充电特别麻烦”的问题悬而未决，已
经影响到电动汽车产业“最后一公里”的打通。
目前，洛阳街头的公共充电桩利用率不高，固然
有新能源汽车在我市机动车中占比尚小的原
因，但这恰恰说明，很多消费者依然对购买电动
汽车保持观望，而充电的烦恼尚未根本解决是
一个重要原因。更好解决充电的烦恼，既要重
视公共充电桩建设，也要重视个人充电桩建设，
而后者更为人们期待，也更有可能成为破题的
关键。这一点，有关部门不可不察。

电动汽车产业一天天“长大”，必然伴生“成
长的烦恼”，给各方开出新考题。积极帮助新生
事物解决“成长的烦恼”，而不是“只摆问题、不
想解题”，才能最大限度地孕育新动能。充电的
烦恼，看似头绪纷繁复杂，但说到底是传统的管
理和服务方式跟不上新业态前行的脚步。以新
管理和新服务助力新业态，各有关部门需要紧
盯公众的需求、顺应市场的发展、跟上技术的进
步，进一步完善与创新管理服务，“见招拆招”
解决好那些“不明确”“不配套”的问题。如
此，行业治理水平才能随着产业发展水平一同
提高，让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早日形成气
候。这，本身就是一个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

“充电”的过程！

充电的烦恼
还需“充电”来解决

孙利华

颁奖辞：
茫茫商海，谁立潮头？勇

于创新，扬帆远航。以产学研
用，推校企合作，你上下求索融
合，引领企业走向卓越。怀赤
诚之心，施芃麦计划，你助力农
企合作，帮扶农民脱贫致富。

你是“出彩河南人”之第二
届最美大学生——曹君娴

27日，在孟津县送庄镇送庄社区的
集体经济瓜果蔬菜种植基地里，社员们
正在采摘刚成熟的袖珍瓜果。

近两年，该社区以县级集体经济试
点为契机，建起具有自动控温控湿、机械
化耕作、规范化管理等功能的四座钢架
结构智能化瓜果蔬菜大棚，标准化发展
高品质现代农业。该社区开发种植的一
藤一瓜袖珍西瓜、甜瓜及水果型迷你黄
瓜等农产品俏销市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目前，该基地不仅带动周边农户进
行大棚新技术改造，还安置社区贫困群众
进棚务工，助其增收致富。

记者 梅占国 通讯员 谢广秋 摄

智能化种植
助农增收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