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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3·15”消费者权
益日热潮下，各大媒体充斥着
各种曝光、处罚、违规……诸多
产品品质问题令人触目惊心。

元青花·洞藏年份酒却犹
如一股清流，凭借出众的品质
在品牌宣传、终端销售等层面
均表现抢眼。洞藏柔是豫酒转
型发展过程中诞生的热词，现
如今也是豫酒的品质代表与对
外名片。究其根本，必然归于
品质，其醇厚不烈洞藏柔的酒
体风格是一切市场表现的基
础。

明清古窖成其厚，洞
藏年份成其柔

汉光武帝刘秀赊酒旗起
义，有赊有还，让赊店这座古镇

成为“信义”的代名词，也让赊
店老酒成为妇孺皆知的好酒。
扎根于赊店古镇，因为坚守“信
义”与坚守高品质酿酒，赊店老
酒明清时代开始成为白酒行业
的引领者。

明代酿酒技术产生革新，
从过去的地缸发酵开始转变
为泥窖窖池发酵。赊店老酒
作为丝绸之路、万里茶道上
的重要一站，为满足往来不
断、络绎不绝的商旅消费，率
先使用泥窖窖池酿酒，并一
直坚持酿酒到现在。如今，
赊店老酒明、清时修建的老
窖 已 成 为 河 南 白 酒 的 活 宝
藏，成为赊店酿酒历史活着
的见证。

“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

须得窖池老”。酿酒是微生物
发酵的过程，窖池越老，窖泥
附集的有益微生物就越多，它
们赋予粮食的香气和味道也
越芬芳，酒香就愈浓。使用
明、清古窖池酿酒，就是元青
花·洞藏年份酒酒体醇厚的关
键所在。

明、清古窖池虽然可以成
就酒体基本的浓香厚重，但初
酿成的新酒仍有其烈性。元青
花·洞藏年份酒的原浆酒，在四
季恒温（18℃）恒湿（78%）的14
米深洞藏酒窖内，历经岁月洞
藏，自然老熟，去烈存柔，最终
呈现出极其稳定的状态，酒体
开始变得丰满，浓香扑鼻、口感
绵柔，终成独有的醇厚不烈洞
藏柔。

坚守品质为基，树立
豫酒典范

凭借醇厚不烈洞藏柔，元
青花·洞藏年份酒近年来连续获
得诸多荣誉。在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主办的2019年白酒国家评
委年会上，中食协秘书长马勇、
中食协专家组组长白酒泰斗高
景炎、资深白酒专家以及来自全
国各地的300多名国家级白酒
评委悉数到场。元青花·洞藏年
份酒获得专家组“无色透明、窖
香浓郁、较陈，绵厚，酒体协调，
尾净，具本品风格”的感官评语，
并以骄人的成绩进入全国浓香
型白酒前三名，被授予“2019年
度中国白酒酒体设计奖”。这是
近年来河南浓香白酒在全国白

酒评选中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元青花·洞藏年份酒实现了豫酒
品质的新突破。

在此之前，元青花·洞藏年
份酒10单品还先后荣获“2018
年度中国白酒感官质量奖”“中
国黄淮流域白酒核心产区风格
特色奖”“河南白酒质量鉴评第
一名”“河南酒业感官质量创新
奖”等称号。

多次全国评比中元青花·
洞藏年份酒的优异表现，使其
在2020年加冕“豫酒（河南）名
片”，代表着豫酒的最高形象。
河南省众多相关部门领导现场
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自此，
元青花·洞藏年份酒的醇厚不
烈洞藏柔正式成为豫酒名片。

（张五阳）

品质为基，醇厚不烈

元青花·洞藏年份酒树豫酒品质典范

本报讯 3月 21日上午，
市酒业协会一行走进宝丰县
宝兴酒业有限公司，现场听取
了宝兴酒业厂长窦德兴关于
酒厂情况介绍，了解了酒厂目
前实际困难，该协会现场给出
了指导性意见，下一步还将通
过走访的酒企进行针对性指
导，帮助酒厂渡过难关。

据了解，宝兴酒业建厂
已有30多年历史，产品以清
香型白酒为主，由于去年疫情
加上售酒大环境的影响，酒厂
目前经营比较困难。得知这
一情况后，市酒业协会创始会
长王新合立刻组织人员，前往
宝兴酒业调研，根据酒厂实际
情况给出指导性建议，在保证
产品质量的同时，做好本地特
色香型酒，以线上线下方式同
步推广产品，积极参加各类活
动，打响产品知名度。

窦德兴说，之前信息比
较闭塞，只知道埋头酿酒，错

过了很多红利期。接下来，
他将紧密与市酒业协会合
作，进一步梳理产品，推出自
己的特色，以优良的酒质，打
动消费者，努力成为优秀的
地产品牌酒和宝丰县另一张
酒水名片。

王新合说，在我市有大
大小小酒厂十余家，除了大
酒厂外，中、小酒企都存在着
很多问题，该协会根据各家
情况不同，做出针对性指导，
利用该协会渠道帮助产品
推广。“以宝兴酒业目前的情

况来看，他们的产品还是很
有特色与特点的，比如，用宝
丰当地文化的品牌系列酒，
以汝瓷瓶灌装的‘马街书会’
的马街书韵酒，这些都可以
代表当地的特色，值得去推
广和发扬。”（张五阳 文/图）

市酒业协会走访
宝丰县宝兴酒业调研

市酒业协会创始会长王新合（右）与宝兴酒业厂长窦德兴（左）进行交流

不少人以为喝白酒能帮助人
抵御严寒。实际情况是，人们喝
酒后热乎乎的感觉是短暂的。解
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主任药
师刘皈阳表示，酒后身体发热只
是假象。感到温暖的只是皮肤表
层，这种喝酒暖身的现象只是暂
时性的。

“本质上，喝酒后人体热量消
耗也会相应增加，热量通过皮肤
散发，其实是消耗了更多热量。”
刘皈阳说，散热速度加快，导致消
耗的热量比酒精供给的热量还要
多。当热量产生的速度跟不上散
失的速度时，体温便会下降，人就
会感觉冷。所以喝酒不仅不能暖
身，起不到御寒效果，还容易感
冒。 （新华）

喝酒御寒
可能会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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