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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大国“浓香”匠心酿造“未来”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单位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李伦玉

编辑：何勇海

2023年5月17日

起窖、分料、拌糟、上甑、蒸馏取酒……在
泸州老窖黄舣酿酒生态园714酿酒中心，一系
列独具匠心的酿酒工艺，在一个个现代智能设
备的加持下，生产如火如荼。如今，园区已全面
实现了年产基酒10万吨的目标，泸州老窖国
窖人产业报国的雄心壮志终于变成现实。

如何将国有企业的“根”“魂”优势，充分
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制胜动能？近年来，泸州老
窖发扬“敢为人先”的“黄舣精神”，冲锋在前，
做智能酿造核心技术的“先行者”。围绕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世界级优质白酒产业
集群打造等重大发展战略部署，泸州老窖坚
持“一心一意做酒”，依托黄舣酿酒生态园、智
能化包装中心等一大批省、市重点项目，树立
产业转型升级标杆，推动“强链延链补链”，构
建高质量“共赢生态”，用销售业绩和税收贡
献书写泸州老窖担当，为推动治蜀兴川再上
新台阶作贡献。

同时，泸州老窖勇担社会责任。“十三五”
以来，公司全力推进雪域高原地区红原县和乌
蒙山区古蔺县、叙永县等3个贫困县、1个区和
18个贫困村脱贫攻坚，捐赠各类奖学金、助学
金2000余万元，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先后
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中国红十字奉
献奖章”“中华慈善奖”等荣誉称号。

4月2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大会表彰2023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者。其中，四川省泸州

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称号。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背后，镌刻着的是全体泸州老窖国窖人辛勤耕

耘的奋斗身影和真抓实干的坚实足迹。

日前，一列搭载着泸州老窖白酒产品

的中欧班列从四川泸州港码头缓缓驶出，

平安抵达俄罗斯，这是泸州中欧班列首次

运输酒类产品，这一突破性成果进一步助

推了泸酒走上国际舞台。作为中国的民族

产业，目前，泸州老窖的产品已销往超过70

个国家和地区，向世界传递健康、有品位的

中国生活方式。

城以酒兴，酒以城名。泸州老窖股份有

限公司是在明清36家古老酿酒作坊群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国有大型骨干酿酒企业，

有着“浓香鼻祖，酒中泰斗”的美誉。公司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围

绕国家、省市发展战略部署和“十四五”发展

目标，践行“党建领航、幸福同酿、共建共享”

的工作思路，实现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发展，步入了持续增长的“快车道”。

近五年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65.62

亿元，净利润 246.51 亿元，利税 504.79 亿

元，纳税规模位列四川省前十。

泸州老窖相关人士表示，公司将以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为契机，坚持与时代
共进、以产业报国，奏响勇攀工艺高峰、引领行业发展、践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最强音，团
结动员广大干部职工为奋力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四川篇章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为绿色发展的“守护者”，泸州老窖
始终秉承绿色发展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实施酿酒冷却水循环系统创新性应
用，利用酿酒工艺本身产生的高温废热作
为驱动能源，制出全年稳定的低温冷却循
环水供给生产使用。”谈起该技改项目的投
入使用，泸州老窖能源管理部相关人员显
得有点“小自豪”，该项目每年节约冷却水
约200余万吨，减排约240万吨，开了行业

先河，也助力公司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
和“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荣誉称号。

此外，公司建成了行业规模最大热电
联产项目，成为绿色发展的一大亮点，全
年通过并网发电可节约电力采购费用近
1000万元，节约标煤6727吨/年，减少碳
排放8782吨/年；着眼于绿色发展的前沿
技术，对未来绿色节能减排的新路径进行
探索，凝聚技术力量共同奋进“双碳”新发
展目标。

祭祀先贤、拜师传承、封藏春酒……
自2008年起，泸州老窖将传统祭祖仪式
固化为封藏大典，正式将传统酒礼酒俗中
的礼制进行集中还原、整合并创新发扬，
发展成为一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酒文化
盛典，将“衔杯却爱泸州好，十指寒香给客
橙”的诗句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每年吸
引千余名嘉宾亲临现场，上百万人通过线
上互动观礼。

作为中国白酒行业最早拥有文化遗
产“活态双国宝”的民族企业，泸州老窖始
终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使命，不断挖掘

和传递中国白酒的文化基因，让中国白酒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走向世界。

近年来，泸州老窖围绕中国白酒的内
涵进行系统性总结和梳理，出版发行20
余部、数百万字的研究著作；携手中国歌
剧舞剧院，开展《孔子》《李白》等文艺精品
惠民演出，推进中国传统酒文化传播；持
续6年举办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吸引60
余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让中国诗酒文化与
世界文化“零距离”；开展“让世界品味中
国”全球文化之旅系列活动，让泸州老窖
走向全球。

2008年，22岁的邵燕通过校招进入
了泸州老窖，2011年，她通过了公司组织
的尝评考试，正式成为一名白酒尝评员。
虽然每天面对几十种酒样，反复品评得口
腔发麻，甚至蜕皮，但她从未放弃过，加之
公司全方位的培养，历经12年，如今，“小
白”变身“专家”，成为部门资深酒体设计
工艺管理员，获得“四川工匠”“四川省五
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和谐劳动
关系创建示范企业”等多项殊荣花落泸州
老窖，是公司深化改革，对人才引进和培
养的结果。泸州老窖始终秉持“人才是资

本，有为必有位”的人才理念，持续招才引
智，构建企业人才高地。

近年来，公司建立了“管理”“专业”双
通道职业发展体系，实现700余名产业工
人到核心骨干、部门专家的“蜕变”；建立了
覆盖全员、全工种的劳动和技能竞赛机制，
培育国家级、行业级专家、高级专业人才逾
千人；建立公司工资总额与企业效能挂钩
的增长机制、员工中长期激励等机制，引领
员工扎根企业长效发展。为了实现培训“不
落下一人”，还针对不同层级员工开展“航
计划”人才培养，全方位推动“工匠计划”

“导师带徒”等人才培养项目落地落实。

在泸州老窖智能包装车间内，随着输送线的
高速移动，一瓶瓶包装精美的泸州老窖成品被自
动送往指定的储存仓库，这是泸州老窖为闭环白
酒产业生产，在行业内建设的首家白酒智能灌
装“灯塔工厂”，实现年包装能力10万吨，成品
酒储存能力达500万件。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当今世界大势所趋。“智
能灌装”属于国内“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泸州老
窖在没有模式照搬和参照的情况下，成立项目攻坚
队，历经多年探索实践，有效解决了98个工艺环节
遇到的难题，实现了灌装速度最快、自动化水平最
高、质量检测最严的“三个行业领先”，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现场考察和鉴定认为，“该技改项目在白酒
行业填补了空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此外，泸州老窖与全国30余家高校院所深

入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牵头承担了我国白酒行
业首个由企业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酿酒废弃物热化学能源化与资源化耦合利用
技术”，开发出150余项国际领先技术成果，每年
投入 1.3 亿元用于职工创新成果孵化。投入超
140亿元，建成了年产优质基酒10万吨、曲药10
万吨、储酒38万吨的国内首家固态酿造智能化
产业园区，一举斩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
家级绿色工厂”等多个荣誉……

争当行业转型的“领跑者”，泸州老窖始终坚
持以科技体系架构改革、体制机制创新为手段，
搭建了以国家固态酿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研
发统领的科技创新体系架构“舞台”，让广大技术
人才尽展“风采”。

争当产业报国“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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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