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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6 月 13 日上午，全市新闻宣

传骨干通讯员培训班采风活动

在湘窖酒业举行。来自各行各

业的近 300 名通讯员带着笔和

镜头，走进这座 110 多公顷的生

态文化酿酒城，在陶坛林立的

厂区与千年酒香中，展开了一

场文化与新闻的深度对话。

踏入湘窖生态酿酒城，目

光首先被园林里锦鲤戏波的涟

漪牵住，青石板桥畔的悠然，与

不远处酿酒车间的烟火气奇妙

交融。转过弯，历史展室里泛黄

的老酒瓶静静陈列，标签上的

字迹虽淡，却像岁月窖藏的密

语，将品牌的脉络悄然铺展。

走进酿酒车间时，蒸汽裹

挟着粮食的焦香扑面而来。巨

大的甑锅吞吐白雾，工人手捧

酒醅“轻撒匀铺”，金属器械与

传统技艺在此达成默契——现

代设备守护着古法的温度，让

每道工序都成了时间的注脚。

最 震 撼 的 当 属 封 坛 酒 库

区。青花坛如泼墨山水，红绸系

着专属编号，“0363A”“0365A”

像时光的邮戳，封印着酒体与

岁月的约定；深处的巨型陶坛

长廊在昏暗中延伸，陶土的呼

吸声混着酒香，仿佛能触到时

光的肌理；木箱整齐排列成甬

道，红漆标识在灰墙下格外鲜

亮，每一箱都藏着发酵的奥秘。

更动人的是园林的诗意与

车间的烟火共鸣、老酒瓶的怀旧

与封坛酒的新潮呼应、传统匠人

的坚守与现代管理的精准交融。

湘窖的酒，是老坛里沉淀的匠

心，是历史与当下的味觉对话。

当指尖滑过青花坛上的编

号，忽然懂得：好酒如史，既要

在老工艺里守根脉，也要在新

表达中寻生机。湘窖的每一滴

酒，都是传统与现代共酿的琥

珀，在时光里折射出文化的光

泽——这或许就是老字号的生

命力，在传承里创新，在坚守中

生长。

一坛藏尽古今韵
黄开龙

酒香飘十里，古韵传千年。

恰逢初夏，邵阳日报社组织近

300 名市县区通讯员踏入湘窖

文化产业园，在酒香中体会宝庆

文化，在酒坛中探寻宝庆历史，

在酒窖中感悟宝庆精神。

地域文化重在传承，古诗

有 云“ 平 生 诗 与 酒 ，自 得 会 仙

家”。湘窖以酒文化为纽带，让

我们了解宝庆文化，探寻其生

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密码。湘窖

集团作为本土骨干企业，在浓

浓 酒 香 中 把 宝 庆 文 化 推 得 更

远，借此精神感染着参加此次

活动的众人，以推广宝庆文化

为己任，当好邵阳推介官。

自古以来，酒便是豪爽的代

名词。这正与我们“宝古佬”吃得

苦、霸得蛮、耐得烦的精神相一

致，“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

爱国护国将军蔡锷，都展示出邵

阳人放眼天下、胸怀世界的豪情

与胆气。同时，品家乡酒也是游

子表达对家乡思念的一种方式。

杜甫诗云：白日放歌须纵酒，青

春作伴好还乡。湘窖把产品卖到

全国各地，在外的千千万万邵阳

游子，也能通过浓浓的酒香，表

达自己对家乡无声的爱。湘窖创

办“我的大学梦”基金，截至目前

累 积 资 助 超 过 8500 位 优 秀 学

子，累积捐款超过 4350 万元。这

是百姓对本土企业的期盼，也是

湘窖担负起社会责任的体现。

采风是精神的扎根，此次活

动时间虽短，但我们却收获颇

丰，湘窖酒业用行动回应时代的

召唤，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新闻素

材，更影响了我们每一个通讯员

的内心，让我们明白要当好“宝

古佬”，讲好宝庆事，将宝庆精神

谱写在邵阳大地。

赏千年古酒 扬宝庆精神
王子为

▲6 月 13 日，邵

阳市新闻宣传骨干

通讯员培训班的学

员正在湘窖酒业参

观采风。

 李世近 摄▶学员们在湘窖酒业参观。戴晶 摄

湘窖酒业一角湘窖酒业一角。。  戴晶戴晶  摄摄

▲火热的发酵生产车间。严钦龙 摄

▲工人正在将酒醅装到甑桶内。 叶川连 摄

坐落于邵阳的湘窖酒厂，

拥有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湘窖

生态文化酿酒城”。作为湘酒的

代表，它的风貌值得一览。6 月

13 日，邵阳日报社组织近 300 余

名新闻宣传通讯员，在这里开

启了一段丰富的感官之旅。

酿酒车间里，白雾缭绕，只

见堆积如小山丘一般的酒槽旁

边，是忙碌着的酿酒工人们的

身 影 。他 们 身 着 朴 素 工 装 ，目

光 坚 定 ，挥 动 着 铁 锹 ，手 臂 青

筋 暴 起 ，衣 衫 早 已 被 汗 水 浸

透。在这潮湿闷热的工作环境

里 ，工 人 们 一 站 就 是 几 个 小

时 。这 热 气 腾 腾 的 车 间 ，便 是

他们的“战场”。

酒库陶坛林立，酒香馥郁，

伴随着音乐，讲解员缓缓揭开

了湘酒的历史帷幕。在灯光的

映照下，陶坛表面泛出柔和的

光斑，好像在无声诉说酿酒一

路来历经的不易。从选材到发

酵，从蒸馏到陈酿，每一道工序

都 倾 注 了 工 人 们 的 心 血 与 智

慧。好酒，不是一蹴而就的，而

是在时间的沉淀中，慢慢找到

属于自己的味道。

酿酒工人们用他们的勤劳

和汗水，酿造了一坛坛醇香美

酒。这个复杂的过程，不仅是酒

的品质的积淀，更是工人们在

日复一日劳动下仍然坚守岗位

的生动写照。他们就像一坛陈

酿的美酒，在岁月的打磨中塑

造了更丰满的自己。

时间的味道，酿在酒里。那

一口醇厚的酒香，跨越了多少

时光，才在人们齿间流转。在这

个快节奏的时代，做人应如酒，

不惧岁月。只有经过时间的打

磨，才能让平凡变得珍贵。

做一坛酒
赵 薇

6 月的风掠过湘窖生态文化酿酒城，

裹挟着三千年窖香，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

话悄然掀开。6 月 13 日，全市新闻宣传骨干

通讯员培训班采风活动正式开始，近 300

名新闻宣传骨干通讯员踏入了这片 110 多

公顷的酿酒圣地，循着千年酒香的脉络，触

摸历史与现代交织的滚烫肌理，见证传统

工艺在新时代的华丽蜕变。

陶坛上的文明长卷：
跨越三千年的时光对话

晨光穿透薄雾，洒向湘窖酒业那片气

势恢宏的陶坛群。56 个镌刻着民族图腾的

小陶坛，泛着古朴而温润的光泽，无声诉说

着中华民族如石榴籽般团结的深厚情谊。

这组匠心独运的艺术作品，恰似湘窖酒业

本身，在历史长河中博采众长，将多元文化

酿入每一坛佳酿。

回溯湘窖的酿酒之源，1986 年新宁县

出土的商代龙柄兽面纹铜壶宛如一把金钥

匙，打开了尘封千年的酿酒文明密码。这件

精美绝伦的国家一级文物仿佛在讲述三千

年前先民对酒的热爱与执着。文献记载，南

宋时期，邵州更名宝庆府，邵酒更是被钦点

为贡酒。自此，这片土地上的酒香便乘着历

史的长风，穿越时空，绵延至今。那口传说

被吕洞宾点化的古井，深藏地下 290 米，汩

汩涌出的岩隙水富含“生命的火种”——硒

元素，与药王孙思邈在龙山采药时留下的

“屠苏药酒”古方遥相呼应，为湘窖美酒注

入了神秘而独特的文化基因。

漫步文化走廊之中，从上世纪 50 年代

完整迁移至此的老窖池，再到从昭陵西路

老厂搬来的百年窖池，每一处都承载着岁

月的记忆。池壁上斑驳的窖泥，是时间的雕

刻，更是酿酒的灵魂所在。“千年酒窖万年

糟，酒好全凭窖池老”的古老箴言，在这里

得到了最生动地诠释。那些栖息在窖泥中

数以亿计的有益微生物，如同勤劳的精灵，

将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小麦5种粮食，精

心雕琢成琼浆玉液。通讯员们轻轻抚摸陶

坛上记录着生产时间与等级的蓝色卡片，

指尖触碰的不仅是纸张的质感，更是酿酒

人对品质的坚守，对时间的敬畏。

声波里的醇香革命：
传统技艺的现代突围

推开音乐麻坛酒库的大门，一场颠覆

认知的感官革命扑面而来。上千个陶坛整

齐列队，轻柔舒缓的古典乐如潺潺流水，穿

透坛壁，与酒体发生着一场隐秘而奇妙的

共振。湘窖独创的“闻天籁吸地精”储酒工

艺，打破了人们对酿酒的传统认知，将音乐

频率转化为酒体老熟的神奇催化剂。在这

里，新酒的燥烈在声波抚慰下渐渐褪去锋

芒，酒分子在声波震荡下重新排列组合，变

得更加和谐有序，最终成就了“浓而不烈，

入口即化”的独特口感。

酿酒车间内，传统与现代的交响乐章

激昂奏响。老师傅们传承着“轻撒均铺，探

气上甑”的祖传绝技，一招一式，尽显匠人

风范。35 分钟至 45 分钟的手工操作，每一

秒都凝聚着他们对酿酒工艺的深刻理解和

精湛技艺。而一旁现代化锅炉房的蒸汽系

统，则如精准的指挥家，让蒸馏过程分秒不

差，将传统工艺的精髓与现代科技的精准

完美融合。

深入地下 20 米的“湘窖金库”，仿佛进

入了一个神秘的酒的王国。98个酒窖组成梅

花形阵列，内壁3厘米厚的陶片构建起巨型

储酒容器，3万吨的储酒容量里，每一坛酒都

在进行着“闻天籁”之后“吸地精”的奇妙旅

程。在封坛区，贴满封条的陶坛整齐排列，它

们封存的不仅是美酒，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对生命历程的庄重纪念，让古老的

封坛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洞藏里的大爱无疆：
企业担当的时代注脚

龙回洞洞藏酒庄的岩壁上，“湘窖·我

的大学梦”公益项目标识在灯光映照下熠

熠生辉。自2018年启动以来，这个永久性公

益基金如同一束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无

数学子的求学之路。截至目前，超8500位优

秀湖湘学子在它的帮助下走进校园，累计

捐款超 4350 万元的背后，是湘窖酒业将封

坛销售额的5%持续注入的爱心坚守。

午间时分，曲水流觞景观区的状元桥

上，通讯员们热烈的讨论声此起彼伏。状元

桥、连理桥、故知桥倒映在碧波之中，与仿

曹婆井的“发财水”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

如诗如画的美景。捧起一掬富含硒元素的

岩隙水，人们忽然读懂了湘窖酒业发展的

深层密码：从商周青铜时代的文明曙光，到

现代公益事业的大爱无疆；从传统手工酿

酒的匠心传承，到音乐储酒的创新突破，湘

窖的故事，是对“时间价值”的深刻诠释，是

对“责任担当”的生动演绎。

当采风活动接近尾声，近 300 名通讯

员满载而归。湘窖酒业用三千年酿酒史搭

建的“文化实验室”，不仅为新闻写作提供

了丰富素材，更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民族企

业在传承与创新中的责任与担当。在青铜

与代码、陶坛与数据、酒香与墨香交织中，

湘窖酒业正以坚定的步伐，书写着属于自

己的品牌传奇，也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

供了生动范本。正如那口千年古井，扎根在

历史的沃土上，以青铜为根，承千年匠心，

借声波为翼，展时代风华，不断汲取着创新

养分，奔涌成那气势磅礴的时代长河，激荡

出那民族品牌的壮阔长歌。

千年酒脉叩问时代
——解码湘窖酒业的文明基因与创新密码

邵阳日报通讯员 戴 晶

尊敬的邵阳日报社领导、各位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

我是来自隆回县滩头镇石门村农

民学员刘云祥，今年50多岁了，种了大半

辈子地，没想到还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

跟着报社的老师们学写新闻、拍照片。这

次培训，就像给干旱的稻田浇了一场透

雨，让我这“泥腿子”也冒出了新芽！

感谢报社的老师们——你们把学

问讲得比种庄稼还实在！杨部长教我们

高站位、接地气，讲好邵阳故事。刘老师

教我们找视角、挖新闻、显真章，提高采

用率。马主任手把手教我们如何运用

AI。袁老师教我们抓活鱼、找亮点、受启

迪、寻关联挖掘新闻线索。马主任讲解

新媒体如何做大流量、做出爆款。石记

者教我们写新闻，说“要像犁地一样，把

事实犁清楚”；廖老师让我们的标题如

何“动、活、实、悬、土、雅、评”起来。还有

王老师、黄老师教我们采访注意事项。

特别是申老师教摄影，连我这样的“老

花眼”都学会了用手机拍出好照片。你

们备课的认真劲儿，比我们育苗还精

细，生怕漏掉一点知识。这份心意，我这

个庄稼人最懂得珍惜！

感谢报社的领导们——从课程安

排到生活照顾，处处贴心。课间的笔记

本、文化衫都印着邵阳日报的 LOGO，

这些细节暖人心窝。你们是真把我们当

自家人，这份情，我们记在心里！

感谢一起学习的同学们，你们都很

优秀。我和你们坐在一起，总觉得自己

差距太大。我利用休息时间补一些笔

记，写一些体会。然后请同学和老师“把

把关”。

聚在一起时，咱们是“团伙”；散开

之后，咱们是满天星。我回去后，要把学

到的本事用在村里合作社的简报上，把

乡亲们的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等秋收

了，欢迎老师们来我们村尝尝新米——

用你们教的法子，我连稻穗都能拍出

“丰收的味道”！

最后，鞠个躬：愿邵阳日报越办越

红火，愿老师们身体健康，愿同学们在

各自的岗位上，都能写出生活的芬芳！

     农民学员：刘云祥

     2025 年 6 月 13 日

泥 土 里 长 出 的 谢 意

6月13日上午，2025年度邵阳市新闻宣传骨干通讯员培训班的289名学员

走进湘窖酒业，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采风之旅，让学员们在探寻湘酒文化魅力

的同时，提升新闻宣传实践能力。今日本版集中刊发部分优秀作品，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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