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8月26日    星期一

2版
责任编辑：安伟东  美编：兰莹莹  校对：谢莉

稳增长 促投资 看发展
宝鸡日报全媒体采访大型报道    

——走进西凤集团

  聚力打造翱翔长空的金
——西凤集团冲刺百亿目标路径探析

本报记者 谭逊 庞文渊

初秋的雍州大地，金风送爽，如

诗如画。正当全市上下贯彻落实市委

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之际，8 月 22

日，记者走进位于凤翔县柳林镇的西

凤集团。只见厂区内外干净整洁，绿

树掩映，花园似的工厂，犹如一幅水

墨画，空气里弥漫着醇厚的酒香。制

曲制酒车间改扩建项目工地塔吊林

立，工程车辆往返奔波，呈现出追赶

超越、比拼争先的豪情和干劲。

今年以来，西凤集团新一届领导

班子高擎深化国企改革大旗，不断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扩增量、盘

存量、留容量、提质量上出实招、下硬

功、求突破，用超前思维实施品牌战

略，营销体系日趋完善，高质量发展

后劲十足。前 7 个月，呈现出产销两

旺的良好发展态势。

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挑战，

“酒中凤凰”如何重振雄风、展翅腾飞、

冲刺百亿？西凤人正在奋力探索——

路径一

系统提升，改革创新再造动能

作为老牌国有企业，观念陈旧，

缺乏活力和竞争力，落后的体制机制

与激烈竞争的白酒市场环境之间的

矛盾长期制约着西凤酒的发展。

西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股

份公司董事长张正表示，只有改革创

新，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永续发展

的核心竞争力，才是企业常胜之源。

因此，他们更注重西凤系统性平衡和 

“内外兼修”，充分重视“人才、品质、文

化、营销、科技、产品力”的综合运用。

今年以来，西凤集团围绕做优

做强做大白酒核心主业，聚焦经营

业绩目标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重

新构建了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体

系。从人事、薪酬、绩效、福利待遇制

度和财务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

制度、子公司运营管理制度及效能

监督等方面，进一步健全灵活高效

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从顶层设计上

推动公司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

创新最需要的是人才。今年

以来，西凤集团打破原有论

资排辈的用人标准，分

别在社会上和全公司

实施公开人才选拔

计划，通过行业挖

掘、竞聘上岗等

方式，选拔一批

“愿干事、敢干

事、干实事、干

成事”的专业

型人才。

文化是品

牌的灵魂。西

凤酒有着三千

年 无 断 代 传 承

史。在已有的展现

方式下，激活这一宝

藏，赋予它新的表现

形式，让文化力成

为西凤扬帆

市场的强劲东风显得尤为重要。今年

初，西凤集团与清华大学规划设计单

位签约，就厂区的规划和重建进行精

细设计，启动西凤酒博物馆建设，丰

富并充分体现西凤品牌文化内涵，体

现西凤的历史和特色。今年 6 月，西

凤集团邀请全球文化学者在宝鸡举

办了“西凤酒‘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暨

全球征文大赛颁奖盛典”，进一步彰

显西凤的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品牌

影响力和消费者的认同感。

路径二

产能突破，猛增体量储备后劲

张正告诉记者，深化改革是破

除制约国企发展瓶颈的“金钥匙”。在

当前包括西凤酒在内的国家名酒快

速复苏期，他们将用战略思维、超前

眼光、国际标准，积极与世界白酒行

业接轨，敢于刀刃向内弥补短板、疏

通堵点、攻克难点、治理痛点，发挥优

势、释放产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

基于这一认识，西凤集团向改

革要效益，重新规划布局，启动实施

古法酿造生态展示区、科技文化综合

服务区、制曲制酒扩能以及万吨酒海

库、数字化工厂等重点项目，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增强后劲。

今年 4 月，西凤集团扩能项目全

面开工建设，计划三年之内分两期实

施完成。项目建成后，优质基酒产能、

制曲制造以及基酒贮存能力净增加 3

万吨以上。未来，西凤酒的基酒产能

将达到年产 10 万吨以上。

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产业革命

的到来，西凤集团为了提升自动化水

平，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依托

互联网+，全面打造智能制造工厂，

新建原料溯源、自动化酿酒、智能机

器人品评勾兑、智能灌装仓储物流等

智能体系。项目建成后，可实现从制

曲、制酒、勾兑、成品包装、仓储物流

等智能化全覆盖，进一步释放产能、

提高效率、严控质量，提高酒体的质

量稳定性。目前，总投

资 20 多亿元的

10 多个项目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路径三

品牌整合，核心产品更上层楼

品牌强、企业强。品牌是抢占市

场的一大利器，也是提升企业竞争

力、辐射力、带动力的金字招牌。

为了聚焦打造拳头品牌，西凤

集团重建了品牌体系，深化了品牌聚

焦，确立了从低到高、从大众到高端

的 12 大家谱产品，在以 53 度西凤酒

珍藏版进入次高端市场后，对高端产

品红西凤进行全面升级，建立以红西

凤酒系列为引领的新型产品阵型。与

此同时，以自我革新、壮士断腕的决

心，对市场份额低、利润空间小的产

品“减肥瘦身”，只做减法、不做加法，

坚决予以淘汰，避免同质化竞争，净

化了市场环境，提高消费者认可度、

满意度、知晓度。

据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周艳花介绍，公司在实施核心品牌

战略中，敢于亮剑，下重拳，今年先

后砍掉了 50%的“低赢利”产品，让

旗舰品牌领跑市场，白酒销售产值

不但没有降低，反而稳中有增。

路径四

营销破局，开疆拓土“凤行天下”

白酒作为一种传统产业，必

须按照科学发展的观点，在品牌

和品种上赋予新的活力，并最大

限度地扩大其影响。

为了适应市场变化，西

凤集团抓住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这一主题，坚持问题导向，

摒弃路径依赖思想，重新调

整营销布局。机构设置上，

将原来营销总公司划分为

营销管理、品牌运行、电子

商务三个公司，由“服务

经销商”向“自主经营”

转变，不断扩大市场

占有率；营销管理

上，建立“经销

商+ 自 主 经

营+ 互联网”多渠道营销模式，让“经

营、销售、监管、服务”并行管理、同向

发力；市场布局上，巩固大本营、拓展

大外围，引进“凤行天下”销售英才，

围绕千家西凤酒直营标准化、规范化

专卖店，加强大数据数字化管理，畅

通渠道，互联互通，提高自我管控能

力；营销队伍上，面向全国招募精英，

打造千人营销团队，吸引国内外顶级

营销专家、团队加盟，建立完善激励

机制，奖勤罚懒、优胜劣汰，进一步激

发营销队伍竞争力。

目前，西凤集团已完成营

销体系顶层设计，全面启动了

总部 1 号专卖店。在陕西、河

南、浙江 3 个省设立 3 个特

区市场，在佛山、银川、扬

州、石家庄等 9 个城市设

立样板市场，其余市场布

局专卖店和营销团队招

募工作正在有序展开。

张正表示，“西凤的

改革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当前，西凤集团

新一届领导班子正

团结带领全员上

下，紧扣冲刺“百

亿西凤”目标不

放松，以时不

我待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坚定信心、迎难

而上、敢于担当，深入发掘

西凤酒深厚历史文化底

蕴及品牌价值，用实

干苦干的实绩，让

具有三千年历

史的西凤酒重

振雄风！

“别小看这指甲盖大小的二维

码，里面藏了西凤酒从原粮到佳酿

的全过程信息。有了它，每一瓶进入

市场的西凤酒既能正向质量控制，又

能反向产品溯源，让消费者放心！”

8 月 22 日，在西凤集团成品包装第六

车间，质量安全监管部部长姜承辉向

记者“揭秘”西凤酒在质量管理上的匠

心之举。

300 多人的成品包装车间，明亮、

洁净、有序。生产线上，一瓶瓶晶莹剔

透的西凤酒，经过检验员在线逐瓶反

复灯验、质量员对标查验、抽检员抽

样检查之后，装盒、装箱，到达最后

一道程序——操作员给每盒酒、

每箱酒贴上一枚二维码。在检验

员王美娇的指导下，记者扫码

发现：每箱酒的“大码”和箱

里每盒酒上的“小码”是一一

对应的。而这个“码”不仅

是防伪码，更是溯源码，

消费者通过扫码，不

仅能查到手中西凤

酒 的 批 次、生

产时间、流

通过程，甚至能追溯到生产车间、生产

线、质量员等各种信息，既能正向控制，

又能反向溯源，可谓“小小二维码，三防

威力大”。

西凤酒有着三千年无断代传承

史，西凤集团把精细化管理贯穿白酒

生产管理的全过程。几代西凤人匠心

传承，总结出西凤酒质量控制的 7 大

关卡、55 道防线。在原料采购、包材

进场、大曲质量、新酒入库、品评勾兑、

成品包装、成品出厂的每一个重要关

卡，都设置了重重“防线”，以精细化

管理实现了西凤酒从“田园到餐桌”

的全过程监管。为了实现企业管理的

标准化、规范化、透明化，通过信息技

术达到防假、防伪、防窜的目的，早在

2013 年，西凤集团就在全国酒类行

业中率先建成大数据信息系统平台。

今年，又投资近千万元，建立并优化

产品溯源体系，为打造智能数字西凤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希望通过我们

的每一点努力，让消费者感受到每一

滴西凤酒都是用心酿造，每一瓶西凤

酒均可追本溯源，从源头保证产品质

量。”姜承辉说。

二维码里显匠心
——西凤酒质量管控现场见闻

本报记者 郑晔

制曲车间一角

历史悠久的酒海

西凤酒灌装生产线

抽检员检查产品质量

慕名而来的游客

参观西凤酒文化馆

（本版照片由本报记者孙海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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