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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瞅着传统节日春节即将来
临，婚季、团圆宴纷纷上演，许多
酒企也适时推出特制酒水，这也
成为酒业的新卖点。

据了解，特制酒水是针对年末
市场推出的，因价格低、品质好又
可作为节日期间送礼佳品而受到
了市民的追捧。

特制酒水限时限量销售

新年渐近，面对年末火爆的
销售市场，众多酒水商家可以说
是进入“暴走”模式，每日忙于奔
波销售，销量也很是可观。近日，
笔者了解到，为了迎合市民的消
费习惯及针对即将到来的农历新
年，一些酒水商家推出了“牌子响
亮价格低”的特制白酒，受到了市
民的好评。

“特制白酒是针对某一现阶
段性时间点而推出的酒。酒企针
对新年期间所推出的白酒为限时
限量供应，在市场上只卖3个月左
右，卖完就不卖了。”某酒水代理
商罗先生介绍说，自己代理的特

制酒水销售还算不错，每天的订
购电话不断。“因为限量的缘故，
部分市民对此类酒水的关注度也
比较高。”

特制酒水受市民追捧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虽说钱
包越来越鼓，但理性消费、健康消
费仍旧是市民消费的主题。市民
在花费时依然偏重考虑性价比，力
争让每一笔钱都花得值。因此，目
前市场上推出的特制白酒因价格
低、品质好深受市民欢迎。

“快要过年了，家庭聚会也会
多起来，自然要准备一些白酒，但
一直不晓得买哪一款才好。”市民
王先生告诉笔者，听朋友介绍说
有一款价格低、品质好的酒，只花
不到100元就能买到一瓶，他就专
门到店里看看。“起初看见瓶身就
以为这酒肯定不便宜，哪晓得没
花100块钱就买到了，老百姓也喝
得起‘名酒’了。”

“儿子月底就要结婚了，我和
老伴儿正发愁还没买到合适的婚

宴酒水，我在酒行里得知有这种
品质好、价钱也不贵的酒，真是太
好了。”市民张先生告诉笔者，现
在购买这种酒真是划算。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
市民都对特制酒水给予了好评，
并认为这类酒水价钱“接地气”、
品质“高大上”。

业内人士：这是一种特殊
促销形式

虽然即将步入酒水销售的旺
季，可相比往年酒商的卖酒之路，
酒水市场形势依然严峻。

“在新年来临之际，商家推出
价格低的白酒主要目的是为更好
地抢占市场，拓宽自己的销售渠
道，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酒水品
牌知名度。”市区某酒水行业资深
人士分析说，年末忙销售是酒水
行业的常态，酒商也无暇大搞各
类促销活动，适时推出特制白酒
便是一种很好的促销方式，既赢
得了销量，又赚足了吆喝。

（武秋红 王建党）

新年将近

特制酒水促进市场消费

春节临近，我市酒水市场渐
渐迎来消费旺季。但每年的此
时，假冒伪劣的高仿酒也沉渣泛
起，一些不法分子以各种手段制
售假冒名牌酒牟利。在此，笔者
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买酒的时候
一定得提高警惕。

假冒伪劣产品中，白酒种
类最常见

据了解，受传统因素影响，白
酒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成为日需
品，因此，在销售中，假冒伪劣的
白酒最常见。笔者在咨询了酒水
经销商以及专业人士之后了解
到，目前常见的白酒消费陷阱通
常有两类：

第一类：假冒产品。就是包
装、厂名厂址和知名品牌完全一
样，普通消费者很难辨认。但是
真酒一般是纸盒包装且纸质良
好，字体匀称，字迹清楚，套印准
确，线条清晰、流畅，一般无断裂，
字体及线条边缘光挺不毛，整体
安排清楚，轮廓分明。假冒产品
的包装上面字体则略显粗糙、模
糊。

第二类：高仿产品。此类产
品不但在包装上类似品牌白酒，
品牌名称若非细看，也是很难发
现有何差异。例如：茅台酒——
茅合酒、剑南春——创南春，虽然
这些酒不是假酒，甚至很多还能
扫出厂商信息，但他们的品质却
和名牌酒差很多。

在走访中，一些经销商告诉
笔者，这些酒尽管喝起来口感一
般，但由于价钱便宜，包装又与高

级名牌酒类似，投合了一些消费
者的心思，在市场上也不难找
到。但是真正需要购买品牌酒的
朋友，在购买时就要睁大眼睛看
清楚了。

相关部门也提醒广大消费
者：购买节日用酒时应到大型商
场、超市和正规专营店购买，尽量
不要在路边小店购买，尤其是购
买高档酒类产品。购买时还应要
求经营者出具与其营业执照相符
的正式发票，并在发票上记录下
所购酒类的批号或编号，以便日
后维权。发现销售假冒、仿冒白
酒的情况应及时向执法部门举
报。

选购葡萄酒，莫忘查看中
文标签

近年来，葡萄酒由于健康概
念的引导，在我市广大消费者中
颇受欢迎。节日里，不少市民也
喜欢带上几瓶进口葡萄酒走亲访
友，以显品位。但笔者了解到，进
口葡萄酒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品质
良好、安全卫生。有资料显示，
2013年上半年，我国共退运、销毁
115种进口酒类产品，其中葡萄酒
79种。从进口国家来讲，法国葡
萄酒共有23种不合格，在不合格
葡萄酒中占比最高。

所以，在此也提醒我市广大
消费者，选购进口葡萄酒切勿盲
目，一定要从正规商场或是经销
机构购买。除此之外，还要认真
查看有无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的中文标签，没有合格中文标签
的进口葡萄酒最好不要购买。

网购虽便宜，但购酒仍须
谨慎选择

据了解，目前，全国每年的酒
类零售总额大约在1万亿元左右，
这个数字，绝大部分被传统销售
渠道所瓜分。而作为近年来横空
出世的新型渠道——网络售酒，
其方便、价低等优势赢得不少消
费者的欢迎。一些消费者更是习
惯快递送到家的服务，懒得到商
场选购，但这也给了不少不法电
商售假的机会。因为网络销售不
比实体店销售，商品就在眼前。
网购，往往只能看到图片和信息，
因此，销售中各种假冒伪劣产品
防不胜防。

那么应该如何规避网购陷
阱？专业人士给出以下建议：

第一，消费者在网购名酒时，
如果发现有低价促销的名酒，先
别着急下单付款，而是要多浏览
几家网店，了解同款酒在这几家
网店的价格情况及买家评价状
况，以便识别低价促销行为的真
假。第二，去信誉高、评价好的
电商处购买，因为其所销售的名
酒中出现“山寨”酒的概率较低，
即使发现网购的酒和预先的有差
别，事后维权也较有保障。第
三，当收到网购的名酒时，一定
要对其进行仔细查验，例如，是
否有损坏及酒标信息是否完整
等。第四，网购名酒，最好通过
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千万不要
选择货到付款或预付款的方式买
酒。

（武秋红 王建党）

酒水热销季，市民购买须谨慎

本报讯 近日，笔者通过湖北
白云边酒业平顶山总代理获悉，1
月 17日下午，湖北省松滋市委、
市政府在白云边大酒店二楼三号
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研究解决白
云边提出的项目建设和打假维权
问题。松滋市相关领导及白云边
高层领导参加了此次会议。

据了解，2014 年，在中国白
酒行业销量整体大幅下滑的大背
景下，白云边酒业在同行业中取
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全年实现
销售 40.69 亿元，稳住了 40 个
亿。全年上交税金7.08亿元，比
上年增加4000万元，实现了稳中

有增。在项目建设上，白云边两
万吨基酒扩能改造项目一期建成
投产，年新增基酒产能7000吨，
实现了产能再翻番。目前，白云
边酒业的原酒储存已有6万吨。
这标志着白云边“2211”工程建设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15年，白
酒行业形势低迷复杂，白云边酒
业计划实现销售42亿元，上交税
金7亿元，保持生产经营的稳定
增长、稳健发展。在项目建设上，
投资3亿元完成白云边两万吨基
酒扩能改造项目小二期工程建
设，美化环境，新增酒库。★

（武秋红 王建党）

白云边酒业
去年实现销售40.69亿元

不少人喝酒的时候会喝一些
其他饮料，或者能量饮料混酒喝，
认为这样不那么容易醉。但来自
美国学者最新的研究表明，能量
饮料与酒混着喝，更容易引发酒
精中毒。能量饮料为碳酸饮料，
相比一般的碳酸饮料，咖啡因含
量较高。

此外，来自密歇根大学和宾
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新一期《青少年健康期刊》上报告

说，他们以652名大学生为对象，
进行了为期4个学期的调查。结
果发现，如果大学生将能量饮料
和酒同饮，比单独喝酒更容易酒
精中毒，且更容易贪杯。研究人
员提醒说，饮用这类调和酒，让人

“清醒”，就会导致喝得更多。除
了身体上的危害，彻夜狂欢派对
后“醒醉”的年轻人对社区安全也
构成一定威胁。

（武秋红 王建党 整理）

警惕：能量饮料混酒喝易中毒

说到为什么喝葡萄酒，大多
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健康。但是，
你知道吗？如果喝葡萄酒的方法
不对，葡萄酒将起不到养生保健
的功效，反而还会适得其反，对身
体健康产生诸多危害。下面我们
就来盘点一下葡萄酒的一些错误
喝法。

错误喝法一：直接往葡萄酒
里加冰块

危害：一些葡萄酒爱好者在
饮用葡萄酒时，喜欢直接往酒中
加入一些冰块来达到冰凉清爽的
效果。但殊不知，这样的做法会
因冰块的加入而冲淡了葡萄酒的
口感和香味，不利于品尝葡萄酒
的风味和品质，更可能引起胃寒
脾虚者身体的不适，从而影响身
体健康。

建议：想喝冰爽的葡萄酒，可
以将冰块倒入桶中，然后将整瓶
葡萄酒放入冰桶里进行降温。白
葡萄酒冰镇至 8-12 摄氏度饮用
最佳，红葡萄酒则冰镇至 14-18
摄氏度饮用最佳。

错误喝法二：葡萄酒加雪碧
危害：很多葡萄酒爱好者因

不习惯葡萄酒酸涩的口感，所以
通常喜欢往酒中加入甜味较重的
雪碧，以此来中和葡萄酒酸涩的
口味。其实，此种饮用方法会使
酒中糖度过高，不仅影响葡萄酒
原本纯正的口味和醇香，而且还
严重破坏酒中的营养物质，从而
达不到养生保健的功效。

建议：如果实在不习惯干型
葡萄酒的酸涩味，建议选择饮用
甜型葡萄酒，这样既保持了酒中
的营养，又很好地适应了自己的
口感。

错误喝法三：豪爽地牛饮
危害：过度饮用葡萄酒，不仅

不利于身体健康，反而会极大地
损害身心健康。据健康专家研
究，过量饮用葡萄酒容易造成人
体神经系统受损，从而导致记忆
力衰退、精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
等后果；可能刺激消化系统，导致
胃炎、胃溃疡等疾病；还可能加重
肝炎、肝硬化等疾病。

建议：专家研究认为，葡萄酒
最适宜的饮用量与体力活动强弱
相关。当体力活动较少时，最适

宜饮用量为每天 1-2 杯；当体力
活动较强时，最适宜饮用量为每
天0.4-0.5升，并且酒后应饮用大
量的水。总之请记住，葡萄酒虽
好，但任何好东西都会过犹不及。

错误喝法四：葡萄酒搭档海鲜
危害：很多人喜欢在品味海

鲜时搭档葡萄酒。其实，红葡萄
酒尤其是陈酿过的红葡萄酒，因
丹宁含量较高，与海鲜同食，容易
使海鲜变老，造成海鲜中的鲜味
流失，从而失去新鲜感。对有些
肠胃功能较差的人来说，葡萄酒
搭配海鲜食用，还可能造成肠胃
不适甚至腹泻等疾病。

建议：享用美味的海鲜时，如
果想搭配一款相得益彰的葡萄
酒，建议选择口味较淡的白葡萄
酒。

错误喝法五：不加辨别地误
喝假酒

危害：误买误喝伪劣葡萄
酒，其危害之大毋庸置疑。有食
品安全专家指出，伪劣葡萄酒中
含大量不合格的人工添加剂和
有害微生物，饮用后容易造成头
痛、心悸、呕吐，甚至引发中毒或
死亡。

建议：为了身体健康，购买与
饮用葡萄酒时，请一定亮出你的
火眼金睛。在此建议饮用经正规
厂商制造的葡萄酒。毕竟，身体
健康才是硬道理。

错误喝法六：空腹喝酒
危害：在与亲朋好友或重要

客户见面就餐时，为表达彼此的
情谊，不少人在空腹状态下先干
三杯再进餐。其实，空腹情况下
饮用葡萄酒，乙醇通常被胃肠吸
收得很快，容易导致胃肠受到刺
激，产生恶心、头痛、心跳加速等
不良反应。

建议：饮用葡萄酒之前，建议
还是先进食，或者一边进食一边
饮用。这样的饮用方式不仅更有
利于食物的消化，而且还可以减
少胃肠对乙醇的吸收，从而更好
地保护胃肠器官。

最后，请一定记住，葡萄酒虽
有利健康，但不恰当的饮用方法
对身体健康有害无益，所以，最关
键的就是适量饮用并正确饮用。

（武秋红 王建党 整理）

这样喝葡萄酒，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