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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生机循回。在新一轮
生产周期即将来临之际，茅台集团于
10日召开了 2022年度生产·质量大
会。

自 2013年举办以生产质量为主
题的大会至今，已经是第 9个年头。

“质量是生命之魂。”会场外的大屏幕
上，七个蓝色大字让人印象深刻。

会议开始前，茅台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丁雄军手挽着80多岁的酿
酒大师季克良，缓缓步入茅台会议中
心大礼堂。在通过一段展示茅台 70
年生产质量历程的拱门时，两人放慢
脚步、驻足观看。

“我提议，大家用掌声再一次感
恩老一辈质量人。”丁雄军说，回顾70
年的生产质量工作，可以总结为经验
管理、理性管理、主动管理三个阶段，
在不同时期，不仅体现了茅台人在质
量追求上的继承传承，更是一种信念
和信仰。

“质量是茅台的核心竞争力”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初秋
的茅台，天气转凉。重阳节将至，茅
台酒第七轮次生产即将开始下沙。

作为最重要的“战前总动员”，此
次大会意在总结回顾“十四五”开局
之年生产质量工作，安排部署下一年
度生产质量工作。

“我们已经印发集团质量工作实

施意见，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也在起
草中。”丁雄军介绍，他看到茅台酒的
生产计划安排表上，已经具体到了每
一天的工作安排，比如从 10月 12日
开始润粮到明年七轮次酒的生产。

守匠心才能酿好酒。众所周知，
茅台酒酿造周期长，环境、微生物、海
拔高度、气候变化等很多因素都会影
响基酒的产量和质量。

“从投料到出厂要历经 30道工
序，165个工艺环节，时间长达5年。”
丁雄军说，质量高于一切，只有始终
不忘质量初心，坚守传统工艺，严格
质量控制，才能永葆茅台酒品质稳
定，才能推进茅台永续发展。

在他看来，质量关乎存亡。作为
食品行业的一员，坚决不能出现颠覆
性的质量问题。“过去我们提三个底
线，质量、安全、环保，现在来看，安
全、环保是底线，但质量其实是高
线。”丁雄军表示。

“率先垂范，求真务实，自强不
息，伟业长青；以人为本，以质求存，
恪守诚信，继承创新；崇本守道，坚守
工艺，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在茅
台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万波领誓
下，全体参会人员对2022年度生产作
出了庄严承诺。

“树立五匠质量观”

9月 1日，丁雄军履新茅台集团

董事长的第一天，第一站就是深入调研
茅台酒生产、安全、环保等相关工作。

会议期间，丁雄军不时对很多生
产一线、质量管控的具体问题、难题，
加以深入剖析，现场安排分管领导抓
紧制定整改方案，拿出对策举措，不
断强化全产业链质量控制。

如何鼓足干劲、精益求精，为茅
台实现高质量发展、大踏步前进打下
坚实基础？

丁雄军提出，“要树立五匠质量
观，即永葆质量匠心、筑牢质量匠魂、
炼就质量匠术、精制质量匠器、锻造
质量匠人，呵护茅台生命之魂。”

而如何找到实施路径，丁雄军说，
要实施茅台“365”质量管理体系。“3”
即实现质量管理体系更加完善、全域
质量均衡发展、质量水平整体跃升 3
个目标；“6”即抓好全员质量共治、全
域质量协同、全生命周期质量管控、全
员全面全过程质量监督、质量生态协
同发展共同体构建和质量治理能力现
代化等 6项任务；“5”即做好组织领
导、人才支撑、经费支持、督查考核、舆
论宣传等5大保障。

“贯彻‘质量是生命之魂’理念，
坚决守好质量、永葆茅台品质。”茅台
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静仁在主
持会议时提出，集团各部门、各子公
司要提高思想认识，认真传达学习领
会会议精神，在学习践行“质量是生
命之魂”理念上下功夫，深入基层一
线，狠抓生产管理，统筹落实各生产

板块任务，凝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的强大合力，共同推动茅台高质
量发展。

“人是茅台最宝贵的财富”

茅台作为传统酿造企业，工艺的
传承尤为重要。会上还表彰了 2020
届公司9对优秀师徒以及第二届第一
批12名“茅台工匠”。

“茅台工匠”获奖代表、制酒27车
间18班酒师张映超在发言时回忆道，
十年前刚从业时，自己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干一行爱一行，把传统酿酒工
艺学通学精。

正是众多像他一样怀着极强责
任感，不断刻苦钻研的生产一线职
工，才有了茅台可喜的成绩单。

“人是我们的根本。什么是茅台
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基酒，而是我们
4.3万名职工。”丁雄军说，下一步茅
台将制定“揭榜挂帅赛马制度”，用丰
厚的奖励激励专业技术人员科研攻
关，同时还要完善技术职务晋升通
道，让技术人员有平台、有待遇。

据了解，茅台目前建成了以院士
工作站、大师工作室、茅台学院等平
台为核心载体，以“工匠八步”为主要
手段，“送出去”和“引进来”有机结合
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壮大人才
队伍。
（徐敏 张靓君 孟宪鑫 李卫）

新时代“五匠质量观，‘365’质量管理体系”呵护茅台生命之魂
——茅台集团召开2022年度生产·质量大会

“70”字样的拱门展示了茅台70年来的生产质量大事件

丁雄军讲话 全体参会人员庄严宣誓

会议现场

李静仁主持会议 表彰第二届第一批“茅台工匠”

本报讯 （记者 徐茂豪）10
月 12日至 13日，2021年遵义市国
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进基
层座谈会在仁怀市、习水县分别
举行。

此次活动由遵义市委网信办
指导，遵义市新媒体联合会牵头。
遵义市新媒体联合会、市网络人士
联谊会的会员代表、互联网企业、
仁怀市和习水县委宣传部（网信

办）、融媒体中心相关负责人、互联
网协会部分会员等 40余人参与座
谈会。

座谈会上，新媒体从业者、网
络人士、互联网企业代表及互联网
行业组织负责人从工作实际出发，
对个人身份证号、银行账户、密码
指令妥善保管以及互联网内容生
产、审核等方面进行了交流，表示
要自觉在网络空间传播正能量，唱

响网上“好声音”，携手共建“清朗”
网络环境。

“我将立足本职工作，自觉抵
制网络虚假信息，带动身边人增强
网络安全意识。”习水县新媒体从
业人员代表杨静说。

遵义市新媒体联合会负责
人表示，要学以致用，继续强化
网络安全风险意识、筑牢网络安
全防护屏障，共同构建网络安全

保障体系，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
空间。

座谈会前，相关技术支撑单
位网络安全专家在习水县开展网
络安全培训会上，以“网络安全形
势分析及应对之道”为主题，围绕
当前面临的安全形势、安全法、网
络防护技巧等，进行了深入浅出
的讲解。

增强网络安全意识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2021年遵义市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进基层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李培松）近
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我
市贵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卓豪农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阳春白
雪茶业有限公司等 3家企业进入
第七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
企业公示名单，占全省新入选企业
总量的1/5。

农业龙头企业是构建现代农
业经营体系的重要主体，不仅是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精锐部队”，
也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开路先锋”。
近年来，我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的发展实践不断证明，必须始终立
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围绕

“四新一高”的思路，坚持以龙头企
业为引领，加快现代农业产业经营
体系建设步伐，才是推进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截至目前，全市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数量达 13家，
占全省总量的1/5。省级以上农业
龙头企业186家，市级以上农业龙
头企业 846家。我市推进农业现
代化，就是要抓‘一县一龙头’，推
进现代农业产业经营体系建设。”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邹家文说，下一
步全市将加快培育农业龙头企业，
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充分运用现
代设施装备，提高生产经营组织管
理效率和效益。同时，进一步健全
联结机制，更好发挥龙头企业对农
户发展现代农业的带动作用和对
加快农业科技产业创新的主体作
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科研
成果转化，不断为遵义农业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力。

第七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公示名单

遵义3家企业入围

本报讯 （记者 胡丹）10月
13日，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因10
月9日以来全市出现降雨，土壤墒
情得到有效改善，当前大部分地区
天气对秋播开展较为有利，相关部
门需抓紧时间组织人员开展秋播
秋种。

据悉，秋收以来，我市持续晴
好天气利于秋收秋晒，但气温偏高
少有降雨，不利秋种。截至 10月
11日，秋粮中除薯类外，其余基本
收获完毕。秋冬种作物中，油菜、
马铃薯和蔬菜的播种面积都较去
年同期偏慢。目前，全市秋冬作物
处于播种至育苗期，秋收进入收获
末期，大部天气适宜秋播。

据市气象台气象监测数据显
示，预计10月14日，全市阴天有小
雨，城区气温 15～18℃；10 月 15
日，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气温逐
渐下降，城区气温 13～16℃；10月
16日，阴天有小雨，城区气温10～
13℃；10月 17日，阴天转多云间
晴，城区气温8～14℃。

市气象局工作人员建议，相关
人员要抓住有利天气大力推进秋
种，小麦主播区要利用降雨间隙及
时播种小麦，达到移栽标准的油菜
要及时移栽。同时，各地要做好田
间管理，降雨较大地区需适时清沟
理墒，确保已播种田块幼苗出苗、
生长顺利。

近期天气利于秋种移栽
相关部门提醒各地抓紧时间开展秋播工作

近年来，桐梓县将县属国
有企业娄山产投集团作为重
点培育的方竹产业龙头企业，
建设桐之味食品加工厂，建成
了水煮、速冻、烘干、即食等加
工生产线 12 条，开发了无硫
笋干、清水笋、速冻鲜笋、即食
笋等 10 余款新产品，无硫笋
干、水煮笋、即食笋已获得有
机产品质量认证。

图为桐梓县桐之味食品
加工厂正在进行方竹笋加工。

（记者 陆邱珊 摄）

桐梓县培育龙头企业

助方竹产业提质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