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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发布，西凤品牌价值上升16位
本报记者 刁江岭 鲁淑娟

近日，2021 年“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发布，“西凤”

再次上榜，较去年上升了 16

个位次，位居第 324 位。是当

前宝鸡市唯一入选品牌。其他

3 家上榜陕西品牌，分别为陕

汽、隆基、航发动力。

据了解，西凤集团今年

上半年喜事连连，获得“全国

五一劳动奖状”，西凤酒酿制

技艺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顺利实现时间、任务

双过半。

这些荣誉和成绩的背后

是西凤人攻坚克难、真抓实干

的付出，凝聚着西凤人的智慧

和汗水，彰显着西凤人锐意改

革的魄力，展示着西凤人高质

量发展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抓市场强品牌
大刀阔斧推动营销改革创新

今年是西凤酒“品质提

升年”，也是西凤集团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

发展之年。今年初，集团挂出

2021“作战图”：聚焦“一个

中心”（市场和消费者），坚定

“一个战略”“一个目标”（高端

化全国化品牌战略和回归一

流名酒序列奋斗目标），以品

质提升为抓手，以项目建设为

支撑，以营销模式创新为引

擎，以文旅项目和总部经

济发展为突破，擘画高质

量发展新蓝图。

上半年，西凤集

团紧盯战略目标，

围绕管理水平和

经 营 业 绩“ 两

个提升”下

功夫，聚

焦外抓营销改革创新、内管品

质标准提升做文章，打破思想

禁锢，创新发展举措，迎接使

命挑战，破解发展困局，实现

公司业绩井喷式增长。

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

西凤集团坚定不移实施品牌

“高端化、全国化”战略。根据

销售额及多年经营状况，对旗

下产品进行全面清理和整合。

截至目前，已经建立了 5 大自

营产品系列、4 款核心经销

产品系列的相对完善产品结

构，并进一步向超高端白酒市

场布局卡位，不断提升品牌在

行业和市场的地位，实现弯道

超车。

今年以来，集团大刀阔斧

推动管理机制改革，集团下辖

子公司全部由行政管理变为

经营化管理，目前所有运营公

司实现盈利。同时，对市场营

销管理进行深度调整 ：省内，

根据保容、增容、扩容要求，以

点带面，辐射周边 ；省外，将

全国市场细分为 8 大特区市

场、4 大潜力市场、4 大发展

市场，以特区市场为核心，带

动潜力市场和发展市场快速

提升。截至目前，西凤酒全国

经销商数量突破 1000 家，建

立了 130 万个终端网点 ；在

优化各官方旗舰店运营基础

上，加大天猫自营、京东自营、

垂直电商、直播带货等线上渠

道布局，打造电商专属产品体

系，粉丝总量突破百万，会员

数量超过 10 万。

补短板谋长远
3个 3万吨项目为发展蓄势储能

盛夏时节的柳林镇，空气

里弥漫着淡雅的酒香，6 个

14 米高的储酒罐在阳光照射

下泛着银光，里面装的是 3 万

吨基酒。

近年来，白酒市

场 竞 争 日

益激烈，囿于传统工艺，西凤

酒产能释放曾经遭遇瓶颈，企

业发展一度出现短板，在白酒

第一方阵，落后于其他 3 大

名酒。为“复兴西凤、再造西

凤，重回名酒第一序列”，西凤

集团投资 48 亿元，实施占地

1135 亩的 3 万立方米储酒罐

群、3 万吨基酒扩能、3 万吨

制曲技改项目，在西凤酒原产

地域及周边建设 20 万亩原粮

基地，践行乡村振兴与品质安

全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企业

发展观，全范围应用工业互联

网、智能制造等新兴技术，实

现从制曲制酒到储存勾调，从

成品包装到仓储物流的数字

化、智能化升级改造，为凤香

型白酒高质量发展积蓄科技

研发实力、提供硬平台支撑。

基酒制造能力，是白酒企

业核心竞争力，没有优质基酒

的生产和储备，再大的酒企都

是空中楼阁，市场再大也容易

“塌方”。西凤集团实施 3 个 3

万吨项目，目的就是提升基酒

生产能力。

目前，3 万吨储酒罐群

已建成投用。3 万吨制曲技

改项目、智能收酒勾酒管网工

程及红粮粉碎楼均已提前一

个月交付使用，8 条制曲生

产线投入使用，正在调试的 8

个红粮粮仓已开始储存高粱，

这个项目完全可以满足 3 万

吨基酒生产的原料供应。3

万吨基酒扩能项目也进入收

尾阶段，9 月初即可同步立

窖生产，西凤酒产量将实现几

何倍数的增长。

项目建设为西凤振翅高

飞积蓄了能量，这只跨越千载

的凤凰将在新时代引领陕酒

重振辉煌。

软实力高品质
书写凤香型白酒的传奇故事

6 月 10 日，西凤酒酿造

技艺成功入选“第五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不仅彰显了西凤

酒的酿造精髓和文化价值，也

为打造西凤个性化品牌、增强

行业核心竞争力夯实了基础。  

西凤酒是中华文化的活

化石，也是中国白酒的瑰宝。

西凤酒始于殷商、盛于唐宋、

承于明清，伴随华夏文明绵延

至今，有三千年历史。中国白

酒泰斗季克良 6 次来到西凤

酒厂，他曾经感慨道 ：“没有

西凤酒，中国本土的酒就没有

历史，就没有根了。”     

凤翔古称雍州，是华夏

九州之一，也是凤香型白酒的

核心产区，周秦文化、酒文化、

凤文化、苏轼文化、西府饮食

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相融共

生。在历史典籍上，在诗词歌

赋文学作品里，在传说故事

中，都能见到西凤酒。西凤酒

已成为陕西的文化符号，融入

了秦人的血脉，支撑起三秦大

地的文化自信。

西凤酒是凤香型白酒的创

立者和典型代表，凤香来源于

柳林镇独一无二的环境、温度、

湿度、土壤养分、富锶泉水以及

三千年无断代传承的续米查配料

老五甑法发酵工艺。在中国四

大名酒之中，西凤酒

以凤香型而独树一帜，

拥有无可比拟的历史文

化和品牌优势。

在新时代，如何让传

统工艺与现代科技融合，酿

造出更多高品质的西凤酒？

近年来，西凤集团强化质量

管理，优化生产工艺，“品质

至上”理念深入人心。建立西

凤酒非遗技艺传承保护机制，

成立非遗酿造技艺酿酒班组，

将 903 制酒车间作为品质提

升试点车间，组建技术攻坚团

队，围绕工艺规范、配料配比、

发酵周期等环节，开展凤香型

白酒新老工艺试验对比，在保

持传统技艺基础上，实现西凤

酒酿造工艺固化定型，基酒优

等品率提升 4 个百分点。持续

推进大数据、智能制造等技术

应用，建立从制曲制酒到储存

勾调、从成品包装到仓储物流

全产业链数字化工厂管理 ；

建立覆盖原粮种植、生产、销

售、流通的西凤酒全生命周期

监管系统 ；严格落实 7 大关

卡 55 道检测防线，对标欧盟

食品标准，全面提升原辅料、

饮料酒等级划分、大曲质量鉴

定及评分等系列标准，完善质

量问题闭环和归零管理机制，

真正做到不合格原料绝不入

场，不合格产品绝不出厂。

与此同时，西凤集团依托

陕西省博士后创新基地、国家

级白酒质检中心和校企合作

平台，深入研究西凤酒含有的

健康因子、风味因子，去杂存

优，提升酒体对人体适应度和

饮后舒适感。组织专家学者、

酒界泰斗、各行业意见领袖和

不同消费群体，以品鉴、交流

等方式，对凤香型白酒工艺特

点、口感特征、品质健康等进

行论证，强化香型自信，赢得

市场高度认可。

今年，西凤集团把人力

资源上升到企业战略的高

度，坚决推动人力资源变革

升级，打破“大锅饭”“平均

主义”，构建科学、合理的绩

效薪酬体系，推动员工价值

与薪酬挂钩。当前，企业正以

一流的待遇、优越的工作环

境、顺畅的晋升通道，吸引

人才，留住人才 ；同时，注重

本土人才的培养，先后将多

批青年干部和业务骨干送至

清华、浙大等全国顶尖院校

进行培训，不断提高干部职

工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目

前，公司拥有中国酿酒大师

2人，国家级白酒评委 11人、

省级评委 44 人，高级酿酒技

师 42 人、高级品酒师 7 人，

领军人才规模不断壮大。同

时，营销队伍已突破千人，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基础不

断夯实。

宝鸡飞出 金凤凰

红西凤北京上市发布会

红西凤南宁上市发布会

西凤酒特有容器——大酒海编织工艺

红西凤受到参加国际展望大会的嘉宾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