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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海南快讯

综合ComprehensiveComprehensive

□ 本报记者 田孔社 王 婷

近日，第三届山西（汾阳·杏花

村）世界酒文化博览会（以下简称

“酒博会”）举行。本届酒博会展览

面积 35,000 平方米，特展面积

20,000平方米，标准展位310个，

参展企业650家，以行业、工艺交流

为主线，以品牌展示、商贸交易为依

托，传承中国酒文化，展示中国酒品

牌，以文化魅力带动中国白酒业发

展与酿酒技艺传承，搭建起拥抱世

界、合作共赢的平台。

“酒中奥斯卡”举世瞩目

今年8月，山西汾酒股份有限

公司清纯玫瑰汾酒荣获第20届（山

西·杏花村）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

性酒大奖赛最高奖——大金奖，该

奖项素有“酒中奥斯卡”之称，以汾

酒为代表的清香型白酒再一次打开

了拥抱世界的新方式。

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酒类大赛

组委会主席卜度安·哈弗说：“白酒

充满了跨越国家界限、走向全世界

的潜力，白酒正在引领世界烈性酒

的潮流。”

1915年，汾酒在巴拿马万国博

览会上一举摘得甲等金质大奖章，

百年余来，汾酒的国际化探索从未

停歇。著名酒史专家王赛时谈道：

“1500年前的汾酒不是今天的汾

酒，800年前的汾酒也不是今天的

汾酒，因为汾酒是富含创造力、进取

心和文化含金量的。”

清香型汾酒魅力难挡

酒博会上，来自四川的参展商

康辉和酒打交道已经有20多年的

时间，这次他是慕名而来：“以汾酒

为代表的清香型白酒获奖了，所以

我要来现场尝尝，感受它的魅力和

独特之处。”

一座古镇十里酒城，千年文化

万里飘香。吸引康辉的不仅有美

酒，还有气势恢弘的中国汾酒城。

在山西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

区，一大片宏伟的仿古建筑耸立在

人们面前，高大的城门、连绵的青砖

城墙，宛然一座古城，这就是中国白

酒第一城——中国汾酒城。酒城占

地面积5.5平方公里，投资100亿

元，城内100多座仿唐、宋、明、清建

筑气势恢宏，绵延10公里的城墙可

储酒20万吨。

康辉说：“太震撼了，真是个了

不起的地方。这次没白来，作为同

行，我们一方面是来学习，另一方面

也是来寻求合作机会，希望有机会

在当地开汾酒专卖店。”

酒博会如今已成功举办到第三

届。据了解，2017年9月，首届酒博

会开创了山西酒类行业展会之最，

2017年和2018年两届酒博会累计

有11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参观人

数突破42万人次，签约成交额8.1亿

元，现场零售额约1.5亿元，签订合作

项目22个，签约金额超200亿元。

杏花村里故事多

“杏花村酿酒史是我国酿酒史

上最完整的样本，有人把杏花村汾

酒的酿酒技艺称为中国酿酒业的

‘活化石’。”山西汾酒集团董事会秘

书长张琰光说。

据了解，早在1500年前，当我

国酿造酒还处于浊酒时代，杏花村

人就大胆变革，使用复杂的“清酒”

工艺，其代表产品“汾清酒”作为宫

廷御酒因受到北齐武成帝的极力推

崇而被载入二十四史；1300年前，

杏花村的先民们创新生产技术，生

产出“干和酒”，开启了中国白酒固

态发酵工艺的先河；800年前，杏花

村人率先变革，将蒸馏技术用于酿

酒，定型了中国白酒的基本工艺，

并随着晋商的脚步传播到了全国。

近代以来，著名微生物发酵专家

方心芳用现代科学分析论证，全面

总结了汾酒的酿造工艺，提炼出“七

大秘诀”，成为白酒酿造技艺的典范。

山西汾酒集团总经理、汾酒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谭忠豹谈道：“美

酒承载的是开放、包容的精神，是天

下大同的愿景。如今各大名酒企

业联合发布的‘杏花村共识’已经

成为行业内相互学习的认知，已经

凝结成了拥抱中国、成就世界的白

酒精神。”

山西汾酒集团董事长、党委书

记李秋喜表示：“汾酒有着悠久的酿

造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卓越的

清香品质，当今我国大部分白酒都

与汾酒有着千丝万缕的技艺传承关

系。在改革发展的蓝图上，汾酒人

不会等待观望，不会亦步亦趋，我们

希望共同创造中国白酒事业更大的

辉煌。”

□ 田孔社 王 婷

中国酿酒看汾河，汾河酿酒看汾

阳。山西省汾阳市是一个古老的地方，

是中国最早的酿酒起源地。几千年来，

汾阳的美酒就像一股充满活力的洪流，

在中国酒文化的长河中奔腾不息。

汾阳，地处北纬 37°神奇黄金酿

酒带，黄土高原特有的地貌气候，孕育

出汾阳的独特风土，让这里成为中国白

酒唯一的清香型核心产区、全国最大的

清香型白酒生产基地。

山西籍著名导演贾樟柯说：“酒是

种超越语言的东西，就跟电影一样，不

同文化的、背景的，甚至是萍水相逢的

人，一杯酒就可以沟通情感。”

“在汾阳，酒是荣耀，是文化，是优

势，是金字招牌，是机遇也是未来，是汾

阳开放转型的战略性优势产业。2018

年全市白酒产量在2017年增长60%的

基础上，又增长了 20%。白酒产值占

GDP的85%，白酒税收占全市总税收的

70%。”汾阳市市长吴晓东如是说。

汾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酿酒圣

地，自6000年前杏花村酿出中国第一甑

白酒开始，汾阳白酒文化逐步成为中国

白酒的根祖文化。这里既有“借问酒家

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有口皆碑，

又有1915年勇夺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

质大奖章的誉享海内外；既是“吕梁烈酒

产区”的核心主产区，又是国家质监总局

批准的全国清香型白酒知名品牌示范区。

百余年前，汾阳白酒走出国门；百

余年后，这里依旧灿烂。握着“汾”“竹

叶青”“杏花村”等4个中国驰名商标和

19 个省级著名商标的汾阳，以开放的

姿态，向全世界递出的一张“飘香名

片”。自2017年开始，汾阳以酒为媒成

功举办了两届酒博会，使其成为汾阳开

放转型、集聚酒产品的一大特色平台。

近年来，汾阳始终把以汾酒为龙头

的白酒产业发展作为第一产业，举全市

之力建设清香型白酒世界核心产区。

2018 年该市白酒产量达到 13 万余吨，

产值完成 114 亿元。以白酒产业为主

导的省级开发区汾阳杏花村经济技术

开发区，总投资251.2亿元，已入驻企业

116家，其中酿造企业47家。“明年，力

争全市白酒产量达到 20 万吨，产值达

到 200 亿元，白酒产业税收达到 20 亿

元。”吴晓东信心十足地说。

这样的底气，来自汾阳自身的优势。

纵观历史长河，汾阳贯穿几千年，

流光全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使用

不同的酿造工艺，造出不同岁月的酒。

“未来，汾阳将持续做好‘汾阳清香

酒’品牌，打造与汾酒集团等量齐观的

第二艘‘汾阳白酒航母’；建好杏花村酒

文旅融合这个‘省长工程’，以酒促旅、

以旅兴酒。”吴晓东表示。

□ 本报记者 周发源

金秋，正值收获的季节。在海

南三亚湾，太阳的光辉映照着南海

的碧波，闪烁出耀眼的光芒；一艘满

载世界各国游客的巨大邮轮“丽星

号”，停靠在三亚凤凰岛邮轮码头；

蓝天、白云、沙滩、大海、椰林，世界

游人需要的“五要素”一应俱全，不

同肤色的游客，脸上挂满兴奋、充满

好奇……

正如三亚市委副书记、市长

阿东近日所说，“三亚从南海边陲小

镇到国际知名滨海旅游城市，再到

勇当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标杆，打造

海南改革开放新高地。”日前，在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记者采

访了阿东。

改革开放书写“鹿城传奇”

在阿东看来，三亚是一个美丽

动人的城市，是一个底蕴深厚的城

市，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城市。

“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交通不

便，只有一个港口、一条解放路、一

条红旗街、一座电影院、一个菜市

场，是三亚的‘昨日历史’；如今，‘天

生丽质、环境优越’‘我国唯一同时

具备热带雨林和热带海洋风光的国

际滨海旅游城市’‘最热门的旅游目

的地之一’成为三亚的‘今日标签’。”

谈起三亚，阿东如数家珍，“新中国成

立70年来特别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多年来，三亚砥砺奋进，书写

‘鹿城传奇’。这既是新中国建设发

展辉煌画卷的精彩缩影，又是海南改

革开放巨大成就的生动写照。”

“早在升格为地级市之初，三亚

就明确提出了面向国际建设热带滨

海风景旅游城市的目标。”阿东介绍

道，30多年来，三亚矢志不移、笃定

前行，航权开放、入境免签、离岛免

税等优惠政策的落地实施，世界小

姐总决赛、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等国

际赛事的成功举办，邮轮游艇、文化

体育、婚庆亲子、商务会展等旅游业

态的加快发展，都有力促进了三亚

旅游走向世界。

阿东告诉记者，1987年三亚升

格为地级市，当年接待过夜游客量

14万人次；如今，三亚拥有全球最大

的单体免税购物中心、中国密度最

高的国际高端酒店群，2018年接待

过夜游客量2243万人次。

以旅游为切入口，三亚的综合

实力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全市地

区生产总值从1987年的2.35亿元

增长到2018年的595.5亿元，增长

了252倍。在综合实力跨越发展的

背后，是城市功能不断优化完善、生

态环境得到巩固提升、人民生活迈

向全面小康的强有力支撑。

“12345”建设新标杆

阿东告诉记者，三亚是我国“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城市。面

向太平洋和印度洋，三亚正努力打

造海南改革开放新高地。

一是加强“五网”基础设施建设，

基本实现“海陆空”一体化无缝对

接。凤凰机场1995年旅客吞吐量

25.6万人次，2018年突破2000万人

次，三亚成为全国首个空港年吞吐量

突破2000万的非省会地级城市。

二是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积极推进生态市建设。目前，三亚

空气质量优良率99%，地表水优良

率91.7%，森林覆盖率69%。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大

民生投入力度。2018年，三亚全市

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比1987年增长39.6倍、34.5

倍；人大附中三亚学校、解放军总医

院海南分院等一批优质资源加速汇

集；2018年底，三亚贫困发生率已

降至0.09%。

据介绍，从国际知名滨海旅游

城市到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标杆和

海南改革开放高地，三亚的前进路

线始终明确：发挥引领作用，加快先

导性项目建设；追求发展质量，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立足旅游优势，促进

消费提质增效；筑牢发展基础，大力

开展招商引才；对标国际标准，着力

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深化改革，积极

推进制度创新；更新发展理念，提升

人民生活质量。

阿东用“12345”向记者总结了

今后的工作方向。其中，“1”是一个

核心，即制度创新；“2”是两个环境，

即营商环境和生态环境；“3”是三个

产业，即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

技术产业；“4”是四个平台，即南繁

平台、深海平台、热带农业平台、全

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平

台；“5”是五个基础，即规划管控、

“五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振兴、民

生保障、人才引进和培养。

本报讯 今年以来，海南持续深入

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据

悉，通过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9月

底前全省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3个工

作日。

7月以来，海南省市场监管部门联

合政府各相关部门实施多项优化营商环

境的改革措施，如扩大“证照分离”改革

范围、将“证照分离”改革事项106项扩

大至130项等，以进一步破解“准入不准

营”“注销难”等问题，提升企业和群众对

企业开办便利化的实际体验。

7月底以来，海南省市场主体总量

快速增长，全省新增市场主体5.80万

户，平均每天新增 936 户，同比增长

112.57%；私营企业比重持续增大，以卫

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等

行业为主的新增私营企业占新增企业总

量99.29%；第三产业增幅明显，从产业

结构上看，全省第三产业新增5.5万户，

同比增长123.60%，主要包括住宿和餐

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卫生和

社会工作等行业。

据了解，海南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例如，深入实施《中国（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商事登记管理条例》，不断

完善“海南e登记”平台功能，逐步扩大

企业变更登记、普通注销等业务；持续推

进“证照分离”改革，在已实施“证照分

离”改革事项130项的基础上，对涉及市

场准入的行政许可事项进行梳理，逐步

实现涉企行政审批事项的全覆盖。

（周春燕）

本报讯 日前，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建设项目（第六批）集中开工和签约仪

式在海南各市县同步举行，海口设主会

场。此次全省集中开工项目110个，总

投资612.4亿元；签约项目76个，总投资

213亿元。

据了解，本次全省集中签约项目包

括三亚环球嘉年华、海花岛五国温泉城

项目、中关村大学科技园联盟（文昌）科

创谷项目、万宁市红星美凯龙商业综合

体项目、5G物联网项目等。

2018年以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项目已先后举行了六批集中开工和

签约活动，累计开工项目664个，总投资

3098亿元；累计签约项目348个，总投

资3545亿元。 （陈俊羽）

打造海南改革开放新高地
——访海南三亚市委副书记、市长阿东

以文化魅力带动酿造技艺传承
第三届山西（汾阳·杏花村）世界酒文化博览会近日举行，以行业、

工艺交流为主线，展示中国酒品牌，传承中国酒文化

向世界递出“飘香名片”

商事制度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9月底前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3个工作日

自贸区第六批建设项目集中开工签约
集中开工110个项目，总投资612.4亿元

平潭海峡公铁大桥平潭海峡公铁大桥
在福在福建贯通建贯通

近日，随着一段长17米、重473吨

的钢桁梁被精确固定到位，总长16.34

公里的平潭海峡公铁大桥合龙贯通。

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是福州至平潭铁路

控制性工程，也是“十三五”规划中北

京至台湾高铁的先期工程。大桥起于

福州市长乐区，“踏”过四座小岛后抵

达中国第五大岛平潭，上层为设计时

速100公里的六车道高速公路，下层

为设计时速200公里的高铁，计划于

2020年正式通车。图为中铁大桥局

的建设者在施工现场欢庆大桥成功

合龙。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浙江长兴浙江长兴：：感受农感受农业新发展业新发展
日前，浙江省长兴县虹星桥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在党员志愿者的带领下，

到虹星桥镇西南村参观体验传统农业农具、高产水稻田以及现代化农业机械，感

受家乡农业生产的巨大变化和提升。图为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西南村参观农用

拖拉机。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