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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 酒情怀总是
◆ 李晓伟

一杯汝酒月邀来，半窗香梅如梦开。不解离人心底事，暮云朝雨醉梦台。

喝一杯汝酒，才知道汝州有多美。

每一个喝酒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每一个造酒的人，都有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怀。以自己的故事佐酒，为汝酒人生放歌，这句话，好像专为石敏所作。

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酿一方酒，一方人喝一方酒。而区域性白酒存在的意义，就是“酿造一方美酒”适合当地人们的口味。

石敏，在不经意间与汝酒相遇；关于汝酒的故事，在他寂静的思索中已悄悄开头。

这个沉浸在汝酒故事里的人，或爱而不得，或长相厮守，或独自抵挡，或隔岸相望……我们明明是置身事外的看客，却又为何随之阵痛、如此动容……

因为我们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自己，会明白失去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找回勇气，过往不提，未来不惧……

如果人生如歌，汝酒便是汝州人悠扬的长调。如果人生如酒，愿我们是汝酒小酌的微醺。如果必须有故事和歌，有故事佐酒，愿我们不是故事里的遗憾，而是汝酒可

期的圆满。

正如石敏所说：你有故事，我有汝酒。酒本无趣，有情乃芳。

先生存，后发展，亘古不变。先有物质文明，后有精神文明。

酒很特殊，它不仅是物质文明的产物，又因“礼”成为精神文明的

象征。一方水土，或贫瘠，或富饶，或大陆，或岛屿，依附在土地上生存

的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长此以往，形成不同的性格，形成不同的

文化，故而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又酿一方酒”的说法。由于地

域、气候不同，习俗不同，造成了不同地方，对于喝酒和造酒也存在明

显的差异。

白酒是情感的润滑剂，本土消费者对区域白酒是有特殊情感的。

宏观环境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微观环境决定企业的销量和利润，没

有哪个品牌可以包打天下，用心做好市场调研，才能找到机会。

从北宋爱国将领杨六郎发配到汝州为宫廷监造“官酒”，到 2009
年银河公司从政府手中接过原宋宫酒厂的无形资产到宋宫酒业成立，

汝州酿酒历史延续了 900 多年。传统的酿酒技艺和那熟悉的味道，是
走出去在外发展的汝州人对家乡浓浓的乡愁和挥之不去的记忆……

如何还原历史的味道，本土的味道，和发扬光大汝酒的味道，汝州

宋宫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石敏在思索。

宋宫酒业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始建于 1 982 年的临汝县宋宫酒厂，
是汝州银河公司 2009 年在授让原宋宫酒厂商标等无形资产基础上的
异地恢复的生产项目。宋宫酒业以宋代爱国将领杨六郎在汝州为宫廷

监造“官酒”为历史文脉，沿用传统工艺，坚守粮必精、器必净、曲必陈、

工必细、水必甘的古训，在原有注册商标宋宫宴的基础上成功申请注

册了临汝、望嵩楼、汝酒等商标。2 01 5 年产品投放市场以来，不仅重圆
了几代人对“汝州酒”的乡愁记忆，以汝瓷做瓶、用汝州重厚的人文历

史做包装的“汝酒”入选“202 0 汝州文旅地标”“汝州礼物”，临汝、望嵩
楼、“汝酒”系列产品已成为汝州人信得过、喝得起和拿得出手的汝州

地域文化酒。

他认为，地方区域性白酒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也是中国白酒多

样性的重要表达之一。然而，现实是，中国上万家酒企当中，绝大部分

的比例是地方酒企。最核心的，还是整个企业的技术素养和人力资源

搭建，包括地方酒企是否在风味上和销售上设立了防火墙，这是区域

酒企发展的核心要素。在地方酒企的风味表达上，区域酒企的自酿要

保证，特色要优先，没有特色的地域酒厂，分分秒秒可能会被替代。所

以，地方酒企一定要抓好自己的特色。

酱香、清香，今天的白酒消费早已失去了往日觥筹交错的“浮躁”，

市面上更是充斥着“鱼目混杂”的酒精酒、勾兑酒，舌尖上的安全，让人

们对家乡酒的品质也产生了疑虑和遐想。

好酒也怕巷子深。以“杨六郎在汝州为宫廷监造官酒为历史文

脉”，以酒文化、酒工艺展示为主题的“宋宫酒文化博览园”，以 A A A 级
的互动式酒文化旅游参与“汝酒”生产过程，“明厨亮灶”地让北宋的酿

酒工艺汝州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闺房”，成为当前汝州宋宫酒

业企业“发展提质”、做大汝州地域文化旅游产品的当务之急。

石敏和他的汝酒，简直是当前白酒大军里的一股清流。

时光煮雨，汝酒情怀总如诗。

在石敏的故事里，造酒的日子依然是

那么的灿烂，记忆、缅怀、情愁，犹如挂在

檐角的风铃，依旧奏出一长串的清脆、悠

长。

老汝州人喜欢怀旧、善于怀旧，不惑之

年的汝州人怀旧的东西很多……但记忆最

深的莫过于儿时的吃喝玩耍；而男人们，更

多的是怀念当年第一次喝酒的样子。在汝

州，哪一个热血男儿不是从筷子蘸着白酒

皱着眉头开始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少人能喝得起

什么茅台、五粮液等名酒，只知道供销社副

食品门市和农村的代销点卖的有汝阳杜康

和宝丰大曲，还有当时临汝县宋宫酒厂生

产的“宋宫酒”。汝州地处长江以北，中原腹

地，男人们慷慨仗义，酒风炽烈。汝州人喜

饮、善饮、豪饮，划拳、出宝都是劝人下酒的

由头。

汝酒系列制造，宋宫酒业严格按照白

酒生产环境要求的无菌罐装间，调制好的

成品酒通过管道层层过滤，在无接触紫光

灯照射消杀下完成罐装。在这里，酿造间生

产出来的原酒陶坛储藏一年后，按比例调

配陈年老酒和来自蟒川牛角岭的伏牛山泉

再次净化处理，才泵入食品级不锈钢罐中

老熟 6 个月。
因受场地制约，宋宫酒业生产车间目

前只有 32 口从原宋宫酒厂挖掘并用心养
护下具有近 4 0 年窖龄窖泥的浓香型发酵
泥池，在这里实现高粱破碎混入稻糠、上甑

（zen g）蒸煮出甑与老糟接茬加入麦曲再凉
茬机上降温后再次入窖池升温糖化 60 天
左右出池、上甑蒸馏出酒，确保与原宋宫酒

厂香型口感一脉相承。

曾经青春懵懂的我们，少年不识汝酒

滋味，竟然觉得：汝酒，恐怕是生活在社

会最底层的穷人和落魄失意活得艰难沉

重的小人物，才会用来自我麻痹的安慰

剂。

直到如今，石敏神还原汝酒的味道，我

们才悟出：汝州的先民是真正把酒喝出了

“文化”，把酒还原成“唯美”，性情于外，心

仪于内。

不必说曹阿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的千古绝唱，也不必说赵匡胤“杯酒释兵

权”的帝王风范，更遑论刘玄德“煮酒论英

雄”的江山本色，单那文人墨客各具风情的

酒诗、酒词、酒文化，令人美不胜收，玩味不

迭。

南京大学丁帆教授在《酒事江湖，别

样人生》一文中写道：“各个饮者走入酒

事的第一回，想必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而一个饮者一生所经历的饮酒就数不胜

数了。”

谁的青春不奢华，谁家汝酒伴青春。

故事讲到深处，却发觉，还是沉默最动

人。

鲁迅曾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

默中灭亡。为了汝酒，石敏选择了爆发。

打开他的履历我们发现，石敏的故事

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他出生在汝州市杨

楼镇下水磨村，父亲是原汝州师范学校离

休教师。其本人历任杨楼乡教育办代青商

店经理、汝州市劳动就业局市微型汽车修

理中心总经理、汝州市银河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总经理、汝州市五届人大代表、汝

州市六届政协常委、汝州市工商联副主席、

总商会副会长、汝州市汽车行业协会会长。

现任汝州市银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汝州市银河出租汽车公司、汝州宋宫酒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和他的企业先后获得：汝州市优秀

企业家，光彩助学荣誉单位，汝州市 201 7
年“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先进单位，201 8
年平顶山市“希望工程·大学生圆梦行动”

捐资助学先进单位，汝州市第二届优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2002 年中共

汝州市委、市政府授予“优秀企业家”，2007
年汝州市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201 1 年共青团平顶山市委聘为平顶山市青
年就业创业导师团导师，201 3 年被中共汝
州市委组织部、中共汝州市委老干部局评

为全市离退休干部家庭“十大孝子”……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真正优秀的人，做起事来都是发自内

心的，因为他们真心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好。一个优秀的人，眼界和格局一定是开

阔的，当见识越广，也就越感觉到自己的

不足。

关于当前汝酒的状况，石敏没有满足，

而是将眼光投向更大的舞台。

他的宋宫酒文化博览园项目，意向选

址位于新北环与锡海线交汇处向东 2000
米路北，项目计划占地 30000 平方米（约 50
亩），预算投资人民币 6600 万元，项目主要
由仿古门楼、宋宫酒文化博物馆、砖雕照

壁、粮库、酿造工艺展示作坊、酒文化长廊、

灌装与私人定制展示厅、包材库、地下酒

窖、游客接待中心、林下陶坛陈列区、音乐

喷泉等青砖灰瓦的建筑群落为一体的仿宋

院落。

宋宫酒文化博物馆将通过 3D 声、光、
电效果和人物蜡像、实物陈列等形式再现

宋代爱国将领杨六郎遭奸臣诬陷被朝廷发

配到汝州为宫廷监造“官酒”的故事情节和

生产劳作的场景，还有原临汝县宋宫酒厂

1 982 建厂至今发展生产、生活的现存实物
和宋宫酒业成立至今广泛收集的酒器、酒

具、酒诗、酒画等历史物件，弘扬汝州酿酒

的历史印记。

“酿酒工艺展示作坊”内，一群身着宋

装的人们为游客演绎在杨六郎的监视下为

酿造“官酒”的劳作情景，将传统的酿酒工

艺展示在游客面前，让游客能动态地体验

到高粱、小麦等谷物经破碎后混稻糠入泥

池发酵和蒸馏出酒的全过程，游客在旅游

接待中心产品展厅驻足。在酒文化博览园

人们不仅可以在浓郁的酒香中领略“汝酒”

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体验式互动弥补眼

见为实的缺憾，在这里人们通过品鉴“汝

酒”满足个人对酒度、口感、和包装形式的

“私人订制”，品味汝州八大碗地方美食后，

满载而归。

项目计划工期 2 4 个月。项目建成后可
使骑岭乡 200 个农闲劳动力家门口就近务
工，为宋宫酒业有限公司年增加利税收入

2 000 万元。“宋宫酒文化博览园”的建成将
成为继森林康养小镇风穴寺、怪坡之后又

一个以“酿酒文化、酒工艺展示”的旅游打

卡地，为汝州市增添一个以人文历史为背

景，以古法生态酿酒为主体的文化旅游资

源。该项目建成后，不仅是汝州宋宫酒业有

限公司对外展示企业文化的窗口，也实现

了从城区到山区的整体搬迁，使宋宫酒业

这个有着四十多年历史的地域文化品牌有

了更大的发展壮大空间。这，不仅是宋宫酒

业对外展示企业形象和提升品牌的需要，

也为莅临汝州北景“森林康养小镇”和到

“汝瓷小镇”的途中小憩、寻今、问古和购买

汝州地方特产、品尝汝州美食的又一旅游

目的地，使汝州的文化旅游资源更具吸引

力和差异化，也是对汝州北部旅游资源的

淡季补充和丰富。

一壶汝酒，一个故事。把酒盼东风，且

若从容。

在石敏的故事里，我们似乎寻觅到了

古人对酒事江湖的别样人生解读。孤陋寡

闻地以为，一切人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尽在酒事的表达之中。

业内专家曾提出，地方白酒企业的生

存和发展是依存于广大消费者，所以，企业

要以消费者满意为目标，并确保消费者的

要求得以满足；要以消费者为中心加强质

量管理；要识别消费者的要求，了解消费者

当前和未来的需要，并争取超越消费者的

期望，实施适度的超前性；要将消费者满意

或不满意信息的监控作为评价企业业绩的

一种重要手段；特别是要建立与消费者沟

通的渠道，监控消费者的满意程度，通过持

续改进，进一步满足消费者的要求。

石敏正在做的事，岂不是与专家的见

解暗合？

对于遭受强势挤压的区域酒企而言，

做好调研，抓好特色，在产品机会里寻找机

会产品，在消费者机会里寻找机会消费者，

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汝州人来说，喝酒其实就是为了

联络感情，比起喝什么、怎么喝，他们的确

是更在意喝酒的对象是谁，只要人对了，那

这个酒怎么喝都行。

因为在他们看来，喝酒是一件惬意的

事情，而不是面子上的较量。做人嘛，最重

要就是开心，喝汝酒也是啊。

在我们岁月深处的记忆里，清贫时代

的人们，只有在过年期间喝酒的日子里，脸

庞上才会堆满笑意，往日生活的愁苦与日

子的艰辛都不见。

汝酒，于我们少年之时，神秘而又庄

重。

斗转星移，寒来暑往，风中清谈，酒香

悠悠，其趣天成，心情闲适。工作之余，几位

老乡友时常聚集一起，无身份高下，无等级

尊卑，无须面具，无拘小节，只要一个电话

一声招呼，便穿城而至，端起酒杯，直抒胸

臆。即使偶有一醉，也醉得情愿，醉得真诚。

人世间，纷乱繁累的社会角色扮演之

余，生活的烦恼忧愁丢弃脑后，片刻的超然

物外，片刻的调整、放松、小憩，祛硬甲而返

真元，何止是趣，真真算得人生一份奢侈，

难得的一份享受。

易中天在《酒是中国人情感的纽带》中

说过：“酒文化在中国的历史里源远流长。

它不仅是饮品，更是血脉，是文化与情感的

载具。想几何时，八方商贾，市井黎民，在四

九城的菜肆酒楼中，三两牛栏山二锅头，一

碟酱牛肉，就是毕生的幸事。”

所以，有些人，还是要亲自去见的；有

些酒，也是必须要喝的。哪怕小扣柴扉久不

开，哪怕夜宴晨昏独自归。

朝与同歌，暮与汝酒。

正如石敏诗意地问：我有汝酒一杯，杯

中乾坤大；我有汝酒一壶，壶中日月长。晚

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汝酒生产车间

宋宫酒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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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汝酒月邀来，半窗香梅如梦开。不解离人心底事，暮云朝雨醉梦台。

喝一杯汝酒，才知道汝州有多美。

每一个喝酒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每一个造酒的人，都有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怀。以自己的故事佐酒，为汝酒人生放歌，这句话，好像专为石敏所作。

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酿一方酒，一方人喝一方酒。而区域性白酒存在的意义，就是“酿造一方美酒”适合当地人们的口味。

石敏，在不经意间与汝酒相遇；关于汝酒的故事，在他寂静的思索中已悄悄开头。

这个沉浸在汝酒故事里的人，或爱而不得，或长相厮守，或独自抵挡，或隔岸相望……我们明明是置身事外的看客，却又为何随之阵痛、如此动容……

因为我们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自己，会明白失去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找回勇气，过往不提，未来不惧……

如果人生如歌，汝酒便是汝州人悠扬的长调。如果人生如酒，愿我们是汝酒小酌的微醺。如果必须有故事和歌，有故事佐酒，愿我们不是故事里的遗憾，而是汝酒可

期的圆满。

正如石敏所说：你有故事，我有汝酒。酒本无趣，有情乃芳。

先生存，后发展，亘古不变。先有物质文明，后有精神文明。

酒很特殊，它不仅是物质文明的产物，又因“礼”成为精神文明的

象征。一方水土，或贫瘠，或富饶，或大陆，或岛屿，依附在土地上生存

的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长此以往，形成不同的性格，形成不同的

文化，故而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又酿一方酒”的说法。由于地

域、气候不同，习俗不同，造成了不同地方，对于喝酒和造酒也存在明

显的差异。

白酒是情感的润滑剂，本土消费者对区域白酒是有特殊情感的。

宏观环境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微观环境决定企业的销量和利润，没

有哪个品牌可以包打天下，用心做好市场调研，才能找到机会。

从北宋爱国将领杨六郎发配到汝州为宫廷监造“官酒”，到 2009
年银河公司从政府手中接过原宋宫酒厂的无形资产到宋宫酒业成立，

汝州酿酒历史延续了 900 多年。传统的酿酒技艺和那熟悉的味道，是
走出去在外发展的汝州人对家乡浓浓的乡愁和挥之不去的记忆……

如何还原历史的味道，本土的味道，和发扬光大汝酒的味道，汝州

宋宫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石敏在思索。

宋宫酒业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始建于 1 982 年的临汝县宋宫酒厂，
是汝州银河公司 2009 年在授让原宋宫酒厂商标等无形资产基础上的
异地恢复的生产项目。宋宫酒业以宋代爱国将领杨六郎在汝州为宫廷

监造“官酒”为历史文脉，沿用传统工艺，坚守粮必精、器必净、曲必陈、

工必细、水必甘的古训，在原有注册商标宋宫宴的基础上成功申请注

册了临汝、望嵩楼、汝酒等商标。2 01 5 年产品投放市场以来，不仅重圆
了几代人对“汝州酒”的乡愁记忆，以汝瓷做瓶、用汝州重厚的人文历

史做包装的“汝酒”入选“202 0 汝州文旅地标”“汝州礼物”，临汝、望嵩
楼、“汝酒”系列产品已成为汝州人信得过、喝得起和拿得出手的汝州

地域文化酒。

他认为，地方区域性白酒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也是中国白酒多

样性的重要表达之一。然而，现实是，中国上万家酒企当中，绝大部分

的比例是地方酒企。最核心的，还是整个企业的技术素养和人力资源

搭建，包括地方酒企是否在风味上和销售上设立了防火墙，这是区域

酒企发展的核心要素。在地方酒企的风味表达上，区域酒企的自酿要

保证，特色要优先，没有特色的地域酒厂，分分秒秒可能会被替代。所

以，地方酒企一定要抓好自己的特色。

酱香、清香，今天的白酒消费早已失去了往日觥筹交错的“浮躁”，

市面上更是充斥着“鱼目混杂”的酒精酒、勾兑酒，舌尖上的安全，让人

们对家乡酒的品质也产生了疑虑和遐想。

好酒也怕巷子深。以“杨六郎在汝州为宫廷监造官酒为历史文

脉”，以酒文化、酒工艺展示为主题的“宋宫酒文化博览园”，以 A A A 级
的互动式酒文化旅游参与“汝酒”生产过程，“明厨亮灶”地让北宋的酿

酒工艺汝州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闺房”，成为当前汝州宋宫酒

业企业“发展提质”、做大汝州地域文化旅游产品的当务之急。

石敏和他的汝酒，简直是当前白酒大军里的一股清流。

时光煮雨，汝酒情怀总如诗。

在石敏的故事里，造酒的日子依然是

那么的灿烂，记忆、缅怀、情愁，犹如挂在

檐角的风铃，依旧奏出一长串的清脆、悠

长。

老汝州人喜欢怀旧、善于怀旧，不惑之

年的汝州人怀旧的东西很多……但记忆最

深的莫过于儿时的吃喝玩耍；而男人们，更

多的是怀念当年第一次喝酒的样子。在汝

州，哪一个热血男儿不是从筷子蘸着白酒

皱着眉头开始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少人能喝得起

什么茅台、五粮液等名酒，只知道供销社副

食品门市和农村的代销点卖的有汝阳杜康

和宝丰大曲，还有当时临汝县宋宫酒厂生

产的“宋宫酒”。汝州地处长江以北，中原腹

地，男人们慷慨仗义，酒风炽烈。汝州人喜

饮、善饮、豪饮，划拳、出宝都是劝人下酒的

由头。

汝酒系列制造，宋宫酒业严格按照白

酒生产环境要求的无菌罐装间，调制好的

成品酒通过管道层层过滤，在无接触紫光

灯照射消杀下完成罐装。在这里，酿造间生

产出来的原酒陶坛储藏一年后，按比例调

配陈年老酒和来自蟒川牛角岭的伏牛山泉

再次净化处理，才泵入食品级不锈钢罐中

老熟 6 个月。
因受场地制约，宋宫酒业生产车间目

前只有 32 口从原宋宫酒厂挖掘并用心养
护下具有近 4 0 年窖龄窖泥的浓香型发酵
泥池，在这里实现高粱破碎混入稻糠、上甑

（zen g）蒸煮出甑与老糟接茬加入麦曲再凉
茬机上降温后再次入窖池升温糖化 60 天
左右出池、上甑蒸馏出酒，确保与原宋宫酒

厂香型口感一脉相承。

曾经青春懵懂的我们，少年不识汝酒

滋味，竟然觉得：汝酒，恐怕是生活在社

会最底层的穷人和落魄失意活得艰难沉

重的小人物，才会用来自我麻痹的安慰

剂。

直到如今，石敏神还原汝酒的味道，我

们才悟出：汝州的先民是真正把酒喝出了

“文化”，把酒还原成“唯美”，性情于外，心

仪于内。

不必说曹阿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的千古绝唱，也不必说赵匡胤“杯酒释兵

权”的帝王风范，更遑论刘玄德“煮酒论英

雄”的江山本色，单那文人墨客各具风情的

酒诗、酒词、酒文化，令人美不胜收，玩味不

迭。

南京大学丁帆教授在《酒事江湖，别

样人生》一文中写道：“各个饮者走入酒

事的第一回，想必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而一个饮者一生所经历的饮酒就数不胜

数了。”

谁的青春不奢华，谁家汝酒伴青春。

故事讲到深处，却发觉，还是沉默最动

人。

鲁迅曾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

默中灭亡。为了汝酒，石敏选择了爆发。

打开他的履历我们发现，石敏的故事

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他出生在汝州市杨

楼镇下水磨村，父亲是原汝州师范学校离

休教师。其本人历任杨楼乡教育办代青商

店经理、汝州市劳动就业局市微型汽车修

理中心总经理、汝州市银河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总经理、汝州市五届人大代表、汝

州市六届政协常委、汝州市工商联副主席、

总商会副会长、汝州市汽车行业协会会长。

现任汝州市银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汝州市银河出租汽车公司、汝州宋宫酒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和他的企业先后获得：汝州市优秀

企业家，光彩助学荣誉单位，汝州市 201 7
年“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先进单位，201 8
年平顶山市“希望工程·大学生圆梦行动”

捐资助学先进单位，汝州市第二届优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2002 年中共

汝州市委、市政府授予“优秀企业家”，2007
年汝州市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201 1 年共青团平顶山市委聘为平顶山市青
年就业创业导师团导师，201 3 年被中共汝
州市委组织部、中共汝州市委老干部局评

为全市离退休干部家庭“十大孝子”……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真正优秀的人，做起事来都是发自内

心的，因为他们真心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好。一个优秀的人，眼界和格局一定是开

阔的，当见识越广，也就越感觉到自己的

不足。

关于当前汝酒的状况，石敏没有满足，

而是将眼光投向更大的舞台。

他的宋宫酒文化博览园项目，意向选

址位于新北环与锡海线交汇处向东 2000
米路北，项目计划占地 30000 平方米（约 50
亩），预算投资人民币 6600 万元，项目主要
由仿古门楼、宋宫酒文化博物馆、砖雕照

壁、粮库、酿造工艺展示作坊、酒文化长廊、

灌装与私人定制展示厅、包材库、地下酒

窖、游客接待中心、林下陶坛陈列区、音乐

喷泉等青砖灰瓦的建筑群落为一体的仿宋

院落。

宋宫酒文化博物馆将通过 3D 声、光、
电效果和人物蜡像、实物陈列等形式再现

宋代爱国将领杨六郎遭奸臣诬陷被朝廷发

配到汝州为宫廷监造“官酒”的故事情节和

生产劳作的场景，还有原临汝县宋宫酒厂

1 982 建厂至今发展生产、生活的现存实物
和宋宫酒业成立至今广泛收集的酒器、酒

具、酒诗、酒画等历史物件，弘扬汝州酿酒

的历史印记。

“酿酒工艺展示作坊”内，一群身着宋

装的人们为游客演绎在杨六郎的监视下为

酿造“官酒”的劳作情景，将传统的酿酒工

艺展示在游客面前，让游客能动态地体验

到高粱、小麦等谷物经破碎后混稻糠入泥

池发酵和蒸馏出酒的全过程，游客在旅游

接待中心产品展厅驻足。在酒文化博览园

人们不仅可以在浓郁的酒香中领略“汝酒”

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体验式互动弥补眼

见为实的缺憾，在这里人们通过品鉴“汝

酒”满足个人对酒度、口感、和包装形式的

“私人订制”，品味汝州八大碗地方美食后，

满载而归。

项目计划工期 2 4 个月。项目建成后可
使骑岭乡 200 个农闲劳动力家门口就近务
工，为宋宫酒业有限公司年增加利税收入

2 000 万元。“宋宫酒文化博览园”的建成将
成为继森林康养小镇风穴寺、怪坡之后又

一个以“酿酒文化、酒工艺展示”的旅游打

卡地，为汝州市增添一个以人文历史为背

景，以古法生态酿酒为主体的文化旅游资

源。该项目建成后，不仅是汝州宋宫酒业有

限公司对外展示企业文化的窗口，也实现

了从城区到山区的整体搬迁，使宋宫酒业

这个有着四十多年历史的地域文化品牌有

了更大的发展壮大空间。这，不仅是宋宫酒

业对外展示企业形象和提升品牌的需要，

也为莅临汝州北景“森林康养小镇”和到

“汝瓷小镇”的途中小憩、寻今、问古和购买

汝州地方特产、品尝汝州美食的又一旅游

目的地，使汝州的文化旅游资源更具吸引

力和差异化，也是对汝州北部旅游资源的

淡季补充和丰富。

一壶汝酒，一个故事。把酒盼东风，且

若从容。

在石敏的故事里，我们似乎寻觅到了

古人对酒事江湖的别样人生解读。孤陋寡

闻地以为，一切人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尽在酒事的表达之中。

业内专家曾提出，地方白酒企业的生

存和发展是依存于广大消费者，所以，企业

要以消费者满意为目标，并确保消费者的

要求得以满足；要以消费者为中心加强质

量管理；要识别消费者的要求，了解消费者

当前和未来的需要，并争取超越消费者的

期望，实施适度的超前性；要将消费者满意

或不满意信息的监控作为评价企业业绩的

一种重要手段；特别是要建立与消费者沟

通的渠道，监控消费者的满意程度，通过持

续改进，进一步满足消费者的要求。

石敏正在做的事，岂不是与专家的见

解暗合？

对于遭受强势挤压的区域酒企而言，

做好调研，抓好特色，在产品机会里寻找机

会产品，在消费者机会里寻找机会消费者，

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汝州人来说，喝酒其实就是为了

联络感情，比起喝什么、怎么喝，他们的确

是更在意喝酒的对象是谁，只要人对了，那

这个酒怎么喝都行。

因为在他们看来，喝酒是一件惬意的

事情，而不是面子上的较量。做人嘛，最重

要就是开心，喝汝酒也是啊。

在我们岁月深处的记忆里，清贫时代

的人们，只有在过年期间喝酒的日子里，脸

庞上才会堆满笑意，往日生活的愁苦与日

子的艰辛都不见。

汝酒，于我们少年之时，神秘而又庄

重。

斗转星移，寒来暑往，风中清谈，酒香

悠悠，其趣天成，心情闲适。工作之余，几位

老乡友时常聚集一起，无身份高下，无等级

尊卑，无须面具，无拘小节，只要一个电话

一声招呼，便穿城而至，端起酒杯，直抒胸

臆。即使偶有一醉，也醉得情愿，醉得真诚。

人世间，纷乱繁累的社会角色扮演之

余，生活的烦恼忧愁丢弃脑后，片刻的超然

物外，片刻的调整、放松、小憩，祛硬甲而返

真元，何止是趣，真真算得人生一份奢侈，

难得的一份享受。

易中天在《酒是中国人情感的纽带》中

说过：“酒文化在中国的历史里源远流长。

它不仅是饮品，更是血脉，是文化与情感的

载具。想几何时，八方商贾，市井黎民，在四

九城的菜肆酒楼中，三两牛栏山二锅头，一

碟酱牛肉，就是毕生的幸事。”

所以，有些人，还是要亲自去见的；有

些酒，也是必须要喝的。哪怕小扣柴扉久不

开，哪怕夜宴晨昏独自归。

朝与同歌，暮与汝酒。

正如石敏诗意地问：我有汝酒一杯，杯

中乾坤大；我有汝酒一壶，壶中日月长。晚

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汝酒生产车间

宋宫酒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