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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龚友国庞洁

“中国白酒金三角”被联合国
教科文及粮农组织誉为“在地球同
纬度上最适合酿造优质纯正蒸馏
白酒的地区”，这片独特的三角地
带擎起了中国白酒的半壁江山，五
粮液恰恰位于该三角地带的核心
腹地———酒都宜宾。

有分析人士就说，得天独厚、
不可复制的自然生态环境成就了
五粮液，其独有的自然生态环境、
独有的明代古窖、独有的五粮配
方、独有的酿造工艺、独有的和谐
品质理念、独有的“十里酒城”规模
等六大优势造就了“香气悠久，味
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净爽，各味谐
调，恰到好处，尤以酒味全面而著
称”且质量稳定的五粮液，使它成
为中国白酒的杰出代表。

然而在五粮液人眼里，独有的
六大优势仅仅是为酿造高品质白
酒提供了基础保障。“质量工作，只
有起点，没有终点。质量管理要贯
穿于企业的产、供、研、销以及财
务、人力资源管理等层面，无论是
从制度、考核还是投入等各个方面
来讲，质量怎么抓都不为过。”五粮
液股份公司总经理陈林在第十七
届中国质量高层论坛上曾如此说，
“只有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更
新，工作不断强化，措施不断完善，
才能实现质量水平的持续提升。”

近年来，五粮液在发扬传统酿
酒工艺的同时，依靠现代科技开展
技术创新，使传统酿酒工艺得到了
可持续发展，使得五粮液能够独树
一帜，实现了“该传统的是传统，该
现代的就现代”完美融合。

从传统方面看，采用高粱、大
米、糯米、小麦、玉米 5种粮食合理
配比的“陈氏秘方”以及 600多年
前的古窖池，五粮液今天仍然在使
用。虽然五粮液有着数千口窖池形
成的世界最大酿酒车间，但整个发
酵环节基本采用的是传统技术，
“分层起糟、分层蒸馏”的生产工艺
也沿用至今。

而“现代”在“五粮液”及其系
列酒产品上也得到充分体现。值得
一提的是被称之为“勾兑双绝”的
创新技术运用，简单地说就是五粮
液计算机勾兑专家系统与五粮液
人工勾兑技术体系相结合。当年，
该技术获得了商业部重大科技成
果奖和科技进步奖，并成为国内酿
酒行业中唯一一个企业调配技术
知识产权。除此以外，近年来五粮
液还先后完成了“浓香型酒类 T法
工艺研究”、“双开高排酒曲发酵
室”、“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
术提取酒中呈香呈味物质”等高难
度项目，其中不少都是在国内或行
业内首创，极大地推动了白酒行业

技术进步。
与此同时，五粮液还投入巨资

购置了大量先进的分析检测仪器
和设备。目前，公司共有各种规格
的色谱仪 30余台。这些先进的设
备构成的高水准质量检测体系，对
出产的每一个品种、每一个批次的
五粮液及其系列酒都进行全面的
技术分析和检测。

2010年，五粮液还斥巨资打
造世界级的“质管、计量、检测、研
发中心”。“五粮液将在质量管理、
质量检验、计量检测、技术研发以
及对生产经营、食品安全、质量和
环境的保证能力和掌控能力等方
面，掀开崭新的一页。”业内人士分
析认为。

五粮液对质量工作的坚持，赢
得了社会和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和
赞誉。目前，五粮液先后两次荣获
“全国质量管理奖”，成为我国酒类
行业中唯一两度荣获“全国质量管
理奖”的企业。2007年 7月，五粮液
获得国家人事部和国家质检总局
联合授予的“全国质量工作先进集
体”称号，成为酒类行业中唯一一家
获此殊荣的企业。2010年，五粮液
又先后获得国家、省、市政府赋予公
司的“中国食品安全最具社会责任
感企业”、“食品安全十强企业”、“食
品卫生许可 A级企业”等称号。

———五粮液用质量管理推进实施世界名酒战略

创新质量管理 打造世界名酒

“中国酒业大王”五粮液始终
坚持用切实可行的举措践行“质
量是企业的生命，为消费者而生
而长”的质量观，走出了一条质量
兴企之路。未来 5年内，五粮液将
继续推进全面质量管理，以全员
参与为基础持续提升产品质量、
服务质量和经营质量，积极推进
“世界名酒”战略。

或许，这正是五粮液广受海
内外消费者青睐，并创造了连续
10多年保持中国酒界利税、规模
“双料冠军”的奥秘所在。正是在
质量管理上的不尽追求，使得五
粮液系列酒远销世界五大洲，在
海外主流市场成为散发着浓郁酒
香的“中国名片”。

走进坐落于万里长江第一城宜
宾的五粮液，就仿佛置身于醇香王
国。酒香四溢、绿树成荫的“十里酒
城”无处不让人陶醉其中，当目睹了
矗立在厂区东大门镜碑上的文化宣
言后，让人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
丝震撼和感动。“敬业奉公，精艺克
靡，我们为消费者而生而长，先天下
消费者之忧而忧，后天下消费者之
乐而乐，如此而已，别无他求”。一段
简短而有力的文字，无疑深刻地告
诉了我们五粮液人缘何对产品品质
如此之坚持和苛求。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为消费者

而生而长”，深深地铭刻在每一个五
粮液人心中。五粮液人将此作为企
业质量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并在竞
争激烈的白酒行业开创了一条独特
的质量管理之路。早在 1981年，五
粮液就开始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并
在行业中率先通过 ISO9000质量体
系认证。2000年，五粮液在此基础
上建立了卓越绩效全面质量管理体
系，并成为我国酒类行业中唯一两
度荣获“全国质量管理奖”的企业。
该体系是从领导作用、经营战略、核
心价值观、顾客与市场、资源过程管
理、科技创新、质量体系、经营绩效

等方面规定了组织卓越绩效的评价
要求，并成为了全国质量管理奖
（CQMA）的评价标准。
“通过综合的组织绩效管理，确

保了公司和个人都得到了进步和提
升，并在为顾客、其他相关方创造价
值的同时，五粮液持续保持高速发
展。”五粮液股份公司总经理、总工
程师陈林对此解释说，“五粮液从公
司高层领导到基层员工都具有强烈
的质量意识行为，始终坚持把质量
作为永恒的主题、无尽的追求，坚持
质量与效益发生矛盾时，质量的主
导地位不变；坚持质量与产量发生
矛盾时，产量服从质量的关系不
变。”

五粮液提出“安全第一、预防为
先、万无一失”的安全生产方针，从
原材料、包装等源头就严把质量关。
为了保障产品不受外来污染，五粮
液组建了专门的博士专家团队，依
据美国 FDA 标准和欧盟标准进行
反复的排他性检测，建立国内白酒
企业唯一的无菌包装线，填补了国
内技术空白。此外，五粮液正在全面
建立产品追溯体系，将对每一瓶出
厂的酒进行取样检测并存底。

如今的五粮液，有着一套严密

的质量控制体系和一系列的质量
安全措施，形成了从原材料到销售
终端的质量安全全覆盖体系，保证
了五粮液在历次抽检中的合格率
达到 100%，做到了“没有一瓶不合
格产品出厂”。一瓶五粮液从原材
料到销售终端，要经过 36 道质量
“关键点”以及由“36 道防线”衍化
提升的 10 个关键过程和 72 个专
检点，完全符合甚至超出了新《食
品安全法》的要求。五粮液股份公
司董事长唐桥表示，“为消费者提
供高品质的产品，是食品企业的社
会责任和企业安身立命之本，也是
五粮液叩开海内外市场的基石。”

正因如此，五粮液凭借着长期
稳定、可靠的质量，越来越受到海内
外消费者的喜爱。目前，五粮液系列
酒已远销世界五大洲，出口量占中
国白酒出口的 90%以上，并成功进
入了对产品质量要求苛刻的日本和
欧美等海外主流市场。无论是东京、
伦敦、巴黎，还是波士顿、多伦多，每
一个觥筹交错的地方，虽然充斥着
不同的肤色和语言，但是都能看到
同样的笑容和竖起大拇指对五粮液
的称赞，并被誉为“中国的国际名
片”。

2011年 5月，双流县入选“中国
产业十强县（市、区）”，排名第 8 位。
而作为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标
杆，双流县连续 16年位居四川省县
域经济综合实力“十强县”榜首。

如今，双流的现代化产业布局
已经初具规模，新能源产业、物流网
产业成为双流的产业亮点，动漫产
业提升了双流的软实力。作为中西
部县域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双流更
是将“在中西部地区率先基本实现
现代化”作为了自己新的奋斗目标。

中国西部的新能源城

在 2010 中国新能源产业经济
发展年会上，双流县再次荣登
“2010 中国新能源产业百强县”榜
首，并获得“中国低碳政府榜样”荣
誉称号，县委书记高志坚获得
“2010 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先锋人
物”称号。

2011年 6月 15日，由汉能控股
集团投资兴建、目前全球单厂产能

最大的硅基薄膜太阳能电池项目，
在双流西航港经济开发区建成投
产，这标志着我国自有知识产权的
薄膜太阳能电池量产取得重大突
破。随着四川汉能的投产，双流距千
亿元级新能源产业集群的目标越来
越近。

作为国家级新能源高技术产业
基地，四川省双流县有着“中国西部
新能源城”之称，着力培育光伏、光
电、光热、核能、风能的“三光两能”
产业。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双流的新

能源产业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回忆
起几年前决策时的情形，双流县委
书记高志坚告诉记者说：“我们当时
反复想，一个地处西部的县城应该
走什么路？调整产业结构，如果承接
东部地区的产业，要东部不要的东
西，将永远处于追赶地位，无法实现
跨越。”

2008年，双流县委、县政府作出
了战略性的抉择：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直奔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打造
以新能源为龙头的成都现代制造业
基地，抢占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先

机。
为此，双流采取产业链发展的

策略，以新能源及其配套装备制造
产业为主攻方向，在太阳能方面，重
点发展晶体硅、薄膜太阳能电池光
伏产业链和光热发电装备制造产
业；在民用核能方面，重点发展核岛
主管道、主泵等八大系统、常规岛系
统关键部件和非动力核技术应用；
在风能方面，重点发展变频装置、风
力发电机、控制器及输配电等产业
链关键环节。

合理的规划，完善的配套，让新
能源产业的承载园区———双流西航
港经济开发区实现了集群式发展。
开发区被确定为四川省“1525工程”
重点培育的 500 亿特色产业园区，
从 2008 年到 2010年，开发区销售
收入从 8亿元跃升至 138 亿元。目
前开发区已形成全国技术路线最
多、研发平台最高、产业链条最长、
发展潜力最大的新能源产业基地。
2010年先后被科技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命名为“成都国家新能源装备
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成都新能
源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

目前，西航港经济开发区已聚
集了汉能光伏、天威新能源、新光硅
业、中汉电力等重大新能源项目 32
个，协议总投资 720亿元，基本形成
了以汉能光伏、天威新能源、新光硅
业等为龙头，以南玻集团光伏特种
玻璃、新源圣光等为配套的太阳能
产业集群；以川开集团等为龙头，以
瑞迪机械等为配套的民用核能产业
集群；以成都佳电等为龙头的风能
产业集群，形成了“多个研发中心聚
集、多条技术路线并进、多种品类产
品产出”的产业发展格局。据悉，去
年双流县产值达到了 138 亿元，随
着今年多个项目的投产，预计产值
将达 250亿元，5年内双流将建成千
亿新能源产业园区。

风头正劲的物联网产业

与此同时，双流还把目光瞄准
了风头正劲的物联网产业，确定 3
年内建成国家级物联网产业示范应
用基地。

最近，驾车经过双流双华路的
市民发现，路边安装了不少类似摄
像头的东西，一旦有车辆路过就要
闪。这正是“物联网运用示范县城”
双流县率先启动的“智能交通”一期
项目。投资 3000多万元的双流智能
交通系统一期于 7 月 1 日正式运
行，这套系统能极大改善交通通行
状况。

这是双流物联网产业大发展投
射到双流人普通生活中的一个缩
影。双流县是成都市物联网产业承
载地，县内规划了 3.5平方千米的成
都（双流）物联网产业园区和占地 80

亩的物联网科技孵化园，集技术研
发、成果孵化、设备制造、系统集成
于一体，全力承载成都物联网产业
发展。根据双流县的规划，基地将在
2012年基本建成。

为了推进物联网产业的发展，
双流县设立了专项资金，出台了扶
持政策。同时，双流利用自身的优势
推进系统集成、感知识别、新型传
感、通信传输、微型控制“五大重点
产业”发展，打造物联网产业基地。

到 2012年，全县物联网产业规
模计划将达 100亿元以上，在定位
跟踪、传感器件以及物联网相关领
域形成 20家以上龙头企业，集聚
100家以上骨干企业，基本建成“国
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物联网技术孵
化和产业化基地。目前双流已拥有
物联网企业 10余户，实现产值 30
余亿元。

用“动漫创意”提升软实力

为了提升自身的软实力，双流
将动漫创意产业作为了新的产业发
展亮点。

由于成都市的产业正处于升级
阶段，动漫产业地位日益提升，而双
流被成都市确定为动漫产业发展的
重要空间载体，规划用地已经超过
了 1100万平方米。与此同时，双流
是西部航空枢纽，科教资源密集，这
些都为双流的动漫产业发展提供了
充裕的空间。再加之国家政策支持
升级，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不
断增加，双流的动漫创意产业发展
正处于一个空前的好时机。

日前，双流县出台了《成都市双

流县动漫创意产业发展规划》，明确
通过 5—10年的努力，使双流动漫
创意产业成为成都市文化创意产业
的亮点和重要支撑，成为双流新的
经济增长点的宏伟目标。

根据规划，到 2015 年，将实现
动漫创意产业产值 45亿元；动漫产
业从业人员达到 1.5万人；年产动
漫作品电视动画 3万分钟，动画电
影 2—3部；打造 2—3个国内外知
名的动漫品牌形象；引进和培育龙
头企业 2—4家，中小企业力争超
150家，初步形成大中小企业共同
发展的格局。到 2020年，全县动漫
创意产业总产值达到 100亿元，完
成并完善动漫创意产业园及成都数
媒基地建设，培育 5家以上年销售
收入 1亿元以上的核心竞争力强、
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动漫龙头企
业。原创动漫生产能力明显提升，动
漫衍生产业快速发展，形成层次分
明、核心突出、分工明确的动漫创意
产业链，动漫创意产业的总体水平
位居全国前列。

双流：“十强县”的新产业实践
放弃追赶地位，直奔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

以质量为生命

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近乎苛刻的质量管理

五粮液工业生态园区全貌

天威生产一线

中国县域经济

双流县区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