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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在湖南湘窖酒业有

限公司的酱酒二车间里，酒糟的醇

厚香味、蒸汽的温润气息以及新酒

的馥郁芬芳相互交融，弥漫整个

车间。在出酒口旁，48 岁的车间

工艺员邓绍军全神贯注地把控着

出酒的速度和时间，神情专注而

严肃。不久前，他荣获了 2025 年

“湖南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从业 28 年，邓绍军早已从小

徒弟成长为老师傅，从临时工变身

为酿酒大师，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

酿酒车间。每天清晨，邓绍军仍是

最早到车间的人。重复了近30年

的酿酒工作流程，邓绍军没有厌倦

也不敢马虎，开窖、出糟、拌料、上

甑、蒸馏、摘酒……从每一个环节

把控车间的酿酒工艺，指导徒弟酿

酒操作。他用半生时光诠释了何

谓“匠心”——“酿酒如做人，急不

得，也假不得。”

●“酿酒看着简单，其实

全是门道”

1997 年，20 岁的邓绍军经亲

戚介绍，以临时工身份进入邵阳

市酒厂。按规定，新学徒都要从

握铁锹、铲酒糟学起，用大铁锹把

发酵好的酒糟从窖池里铲上来，

再用斗车运到甑桶旁等待配料和

拌料。彼时的邓绍军也不例外。

“酿酒看着简单，其实全是门

道。”邓绍军告诉记者。

起糟的窖池有两米多深，里

面的味道也非常浓郁刺鼻。铲糟

拌糟都是力气活，一天下来，汗流

浃背、浑身酸痛、满手血疱都是常

有的事。邓绍军却咬紧牙关，暗自

较劲，“别人能干的，我也能学会。”

努力终被看见。2003年，邵阳

市酒厂改制后更名为湘窖酒业，务

实肯干的邓绍军也成为正式员工。

转正之后，他如同一块海绵，拼命

汲取着酿酒各工序的知识与经验。

从樟树垅厂区到昭陵西路厂区，辗

转多个车间，他日复一日地钻研、

精进酿酒技艺，只为在酿酒的世界

里站稳脚跟，闯出一片天地。2006

年，邓绍军被调至江北厂区，凭借

过硬的业务能力与突出表现，在短

短一年内从副班长升至班长，车间

里也有了关于他的“传说”。

●舍得下功夫，功到自

然成

“那会儿每天只睡四五个小

时，梦里都在琢磨上甑手法。”邓

绍军回忆道。

上甑是个技术活，也是酿酒

技艺中的一道关键工序，讲究“轻、

松、准、匀、平、薄”，出一点点差池，

就会出现“窝酒”“塌汽”现象，从而

直接影响到出酒率和优质率。

为学到老师傅的上甑技术要

领，邓绍军每天都给师傅打下手。

师傅上甑的时候，他都站在一旁

仔细观察，用心记下每个手法、动

作，并拿起铁锨在一旁模仿。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动

作，要练熟就得跟老师傅学习两三

年。“酿酒的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

的标准和讲究，虽然每天都在重复

同样的工作内容，在外人看来有些

枯燥，但是我觉得能够将这门手艺

做到极致就是我从事这份工作的

价值和意义。”谈到如何掌握酿酒

技术，邓绍军说，“书读百遍，其义

自见”说的是功到自然成，学手艺

也是如此，要舍得下功夫。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0

年，邓绍军首次参加集团上甑技

能比赛，以“轻撒匀铺、探汽上甑”

的绝活夺冠。此后，他带领的班

组连续三年产酒率、优质率居全

厂之首。多年来，他先后荣获“邵

阳市劳动模范”“湖南省十佳酿酒

师”“湖南省劳动模范”等称号，并

光荣入党。作为公司改制后首位

荣膺“邵阳市劳动模范”称号的员

工，和邓绍军共事多年的同事们

皆习惯称呼他为“劳模”。这不仅

是对其所获荣誉的尊敬，更是对

其长期践行劳模精神的认可。

●“酿酒的根在传统，魂

在匠心”

作为行业内的酿酒大师，邓绍

军深知技艺传承的重要性。2022

年，湘窖酒业为拓展酱酒业务，扩

建酱酒车间，邓绍军受命带队赴贵

州珍酒学习。这场为期3个月的学

习之旅，满是艰辛与挑战。

白天，邓绍军穿梭于各个学

习点，记录工艺参数，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夜 晚 ，又 组 织 团 队 研

讨，将复杂的感官判定

标准编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堆

子起温 40 度，糟醅微酸带果香；

翻堆要匀如撒网，入窖需稳似铺

床……”他还时刻关注成员的饮

食、住宿、身心状况，确保团队能

以最佳状态投入学习。最终，全

员顺利通过考核，新车间投产首

年，便以车间优质率第一的佳绩

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邓师傅教的不只是技术，更

是心法，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徒

弟们发自肺腑的感慨道出了邓绍

军在“传帮带”上的用心。

在妻子眼中，邓绍军是“把车

间当家”的“酒痴”。在儿子的记忆

里，他是“总带着一身酒香”的父

亲。虽对家庭总感亏欠，但邓绍军

从未后悔，“我这辈子，就做了一件

事——酿好酒。”被问到“酿酒的精

髓是什么”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酿酒的根在传统，魂在匠心。”

从小徒弟到酿酒大师，湖南省劳动模范邓绍军用半生时光诠释匠心——

“酿酒如做人，急不得，也假不得”
邵阳日报记者 刘小幸

邵阳日报讯（记者 易蓝 通讯员 董

平海）5 月 22 日，邵阳市校企合作对接会暨

“知识产权服务进高校”专利业务培训会在邵

阳学院召开。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邵阳学院相关专家及 50 多家科

技型企业代表齐聚一堂，通过政策宣讲、案例

分享、现场对接等形式，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型中小企

业创新发展。

近年来，我市高校 76 项专利转化项目落

地生金，产生超 1100 万元的技术交易额，覆

盖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专利技

术赋能生产线效能跃升，科研成果加速产业

化进程，为“校地共生”的深度合作夯实根基。

会上，邵阳学院相关负责人对产业化应

用前景广阔的重点专利、高价值专利进行推

介。来自三一专汽、万脉医疗、湘窖酒业、达

力智能的企业代表们就自身知识产权现状及

专利需求作发言。针对企业在知识产权保

护、创造、转化运用等方面的难点痛点问题，

邵阳学院教授团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

科室负责人分别从技术创新与专利布局、政

策落地与权益维护等维度进行解答。

在随后的培训环节，来自省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的两位专家详细讲解了专利快速预审

的基本内容和办理程序、专利价值评价维度、

专利创新点挖掘以及专利申请布局方法，助

力企业提升专利布局能力与转化效率，推动

高校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策源地和专利服务人

才的输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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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郭

慧鹏 通讯员 龙双凤）5 月

23 日，邵阳市老年保健教育

工作座谈会暨市老年保健协

会第三届三次理事会在新邵

县召开。

会上，市老年保健协会

报告了 2024 年工作和 2025 年

工作安排，解读了《“全民健

身·舞动邵阳”第二届银龄广

场舞表演赛活动方案》。新

邵县老年保健协会就老年保

健知识宣传教育工作作经验

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老年保健协会

作为党和政府联系老年群体

的桥梁纽带，在普及健康知

识、倡导科学养生、服务老年

群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各级组织、老干部门要切实担

负起主体责任，把老年保健教

育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

认识，深刻把握做好老年保

健教育工作的重大意义，推

动老年保健工作提质增效。

要健全组织体系，加强队伍

建设，完善老年保健教育工

作机构，健全三级组织网格，

做好工作保障。要创新活动

载体，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融

合、社交激励、环境优化等方

式，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

健康理念“入脑入心”、健康

行为“互相带动”、健康生活

“自然而然”。

普 及 保 健 知 识
守 护 银 龄 健 康

邓绍军试饮新酿的白酒。

邵阳日报讯（记者 陈贻贵）5 月 24

日，2025 年“湘郡铭志杯”邵阳市第六届校

园武术大赛在市湘郡铭志学校举行。33 支

代表队的千余名选手以武会友、一展风采，

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校园版“武林大

会”，展现了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

本次比赛由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市教育局主办，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和市

武术协会承办，分为幼儿组、小学组、初中

组、高中组和文武组 5个组别。

开幕式上，市武术队带来了精彩的武

术、舞龙表演，引得场下观众纷纷欢呼。随

后举行的比赛中，各代表队选手身着武术服

依次亮相。他们时而意静神宁、含胸沉气，

时而轻灵活泼，动作标准连贯，姿态优美雅

致，一招一式有板有眼，颇见功力；有的拿起

武术器械，刀枪剑棍身法自如，虎虎生威。

他们目光如炬、坚定执着，以青春之活力诠

释着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展现出新时代青

少年的蓬勃朝气和昂扬斗志。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双清区金苹果幼

儿园等 4 所幼儿园获得幼儿组一等奖，市特

殊教育学校等 5 所学校获得小学组一等奖，

大祥区第一中学、昭陵中学获得初中组一

等奖，市湘郡铭志学校获得高中组一等奖，

乾坤武术培训学校获得文武组一等奖。

湖南省武术协会副主席、邵阳市武术协

会主席张永善介绍，和往年相比，本届比赛最

大的亮点就是增设了幼儿组。增设这一组别，

是希望将武术教育进一步向低龄段延伸，从娃

娃抓起，激发孩子们对中华传统武术的兴趣

与热爱，让武术文化更好地得到传承发展。

此次武术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

盛会，更是一次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

在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市教育局的推动

下，我市于 2018 年 9 月启动“传统武术进校

园”活动，并从 2019 年开始举办全市校园武

术大赛。通过开展“传统武术进校园”活动和

举办武术大赛，让刚柔并济的中华武术在校

园沃土中焕发新彩，将崇德尚武、坚韧不拔的

武术精神融入青少年成长血脉，实现以武修

身、以武铸魂的育人目标。如今，我市越来越

多的青少年参与其中，领略到了武术的魅力，

校园习武氛围日渐浓厚，为中华武术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邵阳市第六届校园武术大赛举行

功 夫 少 年 扬 武 魂

比赛现场比赛现场。。

邵阳日报讯（记者 谭

宇 通讯员 肖斌辉）5 月 23

日，新邵县鸿远金属加工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一个个反射

炉烈火熊熊，一条条铸锭线飞

速运转，一台台运输车来回穿

梭，一排排铝锭整装待发……

该公司董事长安献新介绍，为

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延伸

产业链，公司去年 9 月新建年

产 5 万吨铝灰渣无害化处置

项目，现已投产，每年可为企

业节约成本 1.25 亿元。“预计

今年产能可突破 4 万吨，产值

有望达到 8亿元。”

近年来，新邵雀塘循环经

济产业园根据省级园区“一主

一特”要求，重点打造以废旧金

属、废旧塑料（橡胶）、报废机动

车、废弃电子产品等为主导的

循环经济产业集群。目前，园

区入园企业达45家，其中规模

以上企业29家，形成了旧金属

再利用、废旧塑料橡胶资源化

利用、报废机动车拆解、废弃电

器电子产品回收再利用四大产

业链。2024年，园区实现规模

工业产值 77.6 亿元，完成税收

1.52 亿元；今年 1 月至 4 月，园

区实现产值26.11亿元，一季度

完成税收3145万元。

新邵县始终坚持把发展

循 环 经 济 作 为 推 进 绿 色 发

展、提升发展质效的重要抓

手，以雀塘循环经济产业园

区龙头带动，延伸产业链，培

育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

绿色企业。该县制定出台了

《新邵县循环经济产业发展

引导资金暂行办法》等文件，

完善金融服务功能，鼓励企

业、社会资金加大对工业节

能、污染源治理、废弃物循环

利用的投入力度。园区管委

会为入园企业提供“保姆式”

服 务 ，在 基 础 设 施 配 套 、用

地、厂房补贴、税收优惠、证

照办理等方面提供便利。

新邵县商务局透露，连续

性低残值混杂型废塑料无害

化低能耗热解处置项目即将

签约落户新邵。该项目是由

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天伟等专

家团队研究、北京高校科技产

业协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分

会支持的重大科技成果，可将

废旧塑料、塑料垃圾转化为高

价值的塑料热解油等产出品，

实现废旧塑料的无害化、减量

化和资源化利用，已获循环经

济领域 10 万吨级废旧塑料热

解处置的环评批复。项目一

期工程计划投资 2 亿元，落户

新邵雀塘循环经济产业园。

新邵县

循环经济为高质量发展
注入“绿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