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德林

文化是驱动企业发展的最根本、最深层次
的力量之源，是企业发展之魂，它影响着战略
和能力的形成。

优秀的企业文化，自有其坚强的传承基
因。2013年10月19日，首届中国(景芝)生态酒文
化节在景芝酒业齐鲁酒地文化创意产业园盛大
开幕，期间举行的“祭酒祖大舜暨大器景芝·
2013中国芝麻香白酒封坛大典”上，用99 . 99%的
黄金打造而成的景芝《传世酒经》首次公开呈
现在世人面前，历时久远，经历岁月洗练的酒
经再次证明景芝5000余年酿酒文化的深厚积
淀。“水必甘、粮必精、曲必陈、器必洁、工
必细、贮必久、管必严”，2006年列入山东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这一景酒酿造工艺，一
直是景芝酒业的“文化准绳”。

借助坚实的资源优势，景芝酒业进一步全
方位构筑和夯实文化建设工程，全面打造和弘
扬“景酒文化”。“酒之城”广场建成后，景
芝酒业侧重于提升景区文化内涵，打造传统的
景芝酒道文化，广泛传播“景芝酒”文化遗产
的珍贵价值。同时，景芝酒业积极成立景区旅
游服务接待中心，组建导游团队，为广大游客
提供优质导游服务，确立了品味酒祖文化、开
辟文化之旅的新概念。

游客在景芝酒历史文化长廊、酒之城酒文
化展览中心、景芝酒技艺长廊等景点，可以
零距离地感受景芝文化之旅。酒之城文化展
览中心通过序厅、历史酒源、酿制酒艺、人
物酒杰、文化酒韵、誉酒名扬及品酒区七大
展区来系统展示景芝酒文化脉络，既展示了
世界白酒特色和中国酿酒文化，又通过历史
酒源展示了景芝有酒5000年和景芝酿酒遗址等
重要的酒文化历史。酿制酒艺展示了景芝传
统酿造技艺和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人物酒
杰展示了历代景酒人为景芝美酒作出的突出贡
献。文化酒韵展示了历史文人墨客与景芝美酒
结下的不解之缘。誉酒名扬展示了景芝酒受到
的各界赞誉。而品酒区则向观众一展景芝美酒
的高贵。作为“酒之城”组成部分的酒道苑，
古朴的建筑，传统的陈设，还有酒道表演，让
每一位走进去的参观者都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
酒文化的深厚甚至神圣。作为中国最大酒文
化综合体、中国酒文化集大成者、现代白酒
文化发源地等概念，已装进“齐鲁酒地文化
创意产业园项目”规划。在对酒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上，景芝酒业的境界超越了一家企业
的追求。

景芝今天的制曲、酿造等车间，现代的装
备依然遵循着传统工艺要求，那漫溢的酒香，
似乎都带着些历史的风味。景芝酒业董事长刘
全平说，传承和坚守是历史赋予景芝酒业宝贵
的文化基因。但文化的力量，还在于基于传统
的创新。只有在坚守中不断超越、创新，对质
量进行深层次提升，才能获得质量竞争力，掌
握行业话语权。

“数千年文化传承，每一步都是一道风景，
半世纪芝麻香传奇，每一杯都是缕缕真情。”这
是对景芝酒业文化的生动描述。多年来，勤劳智
慧的景酒人始终恪守“真心酿真情”和“纯粮酿
造”的经营理念，在继承传统酿酒技艺“三字”
酒经的基础上，不断挖掘创新酿酒技术，倡导绿
色健康、放心安全的生态酿造。

与传统相比，生态酿酒更注重质量控制。
为此，公司总结提炼白酒生产关键过程、核心
标准，形成了从产地、水源、原粮、酒曲、酿
酒、储藏、调酒、年份到品质的九环溯源品控
保证体系，可以实时掌握产品从生产、仓储、
物流到销售等各环节的流通信息，形成权威的

全程可追踪信息链，从而确保让消费者喝的每
一瓶景芝酒都能确保品质。提高了酿酒技艺水
平，促进了企业可持续发展，景芝被授予中国
芝麻香白酒生态酿造产区等殊荣，这更是文化
作用的效果。

通过景芝酒业营销策略的战略和能力，更
能直接反映出文化对企业的驱动作用。

景芝酒业根据当前国内白酒市场形势，以
品牌高端化、市场规模化、区域板块化———
“三化”创新战略为重要引领和支撑，在更高
层面上打造品牌、规划渠道、布局市场，不断
创新营销架构体系，创新渠道全新模式，打造
战略性市场，创新营销团队管理，实施“经销
商培育工程”，搭建“一厂一商”战略联盟，
凸现竞争新优势。

针对市场布局加快、区域扩大、经销商激
增、销售队伍壮大、市场差异性加剧等一系列
问题，景芝酒业积极调整销售组织架构，先后
成立了大部制机构，在渠道创新上，围绕渠道
政策、产品推广、理念传播等进行系统筹划，
进一步授权、放权，对经销商资源进行分级、

分类管理，与经销商建立长期发展机制和战略
评级奖励机制，积极探索“一厂一商一店”战
略合作，深入完善“团购+烟酒店+酒店”三盘
互动的营销渠道模式，并规划了独具特色的未
来发展“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继续巩固和
强化山东根据地市场；第二步：积极挺进国际
市场；第三步：稳步推进全国市场，实现在全
国市场上的站位。

“三步走”的最大亮点是“反弹琵琶”，
先“挺进国际”再“站位全国”，反其道而行
之。这让很多搞战略的人看不懂，认为它违背
了“常理”。其实，这样的战略规划，是立足
于“景芝”现状而做出的。“景芝”的出口多
年来前景乐观，在东南亚等华人集中的国家和
地区颇受欢迎。因此，挺进国际市场，将景芝
的“酒旗”更多地插向国际市场，让“墙内之
花”形成“墙外香”效应，对全国化市场的发
展会带来巨大促进和反哺作用，这无疑是“景
芝”寻求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最佳途径。

2011年，“景芝”启动“五十百”经销商培
育工程，通过持续优化渠道，完善经销商管理体

系，建立起与经销商共同长期发展机制和战略经
销商年度评级奖励机制，培育一批具有专业能力
的战略级经销商，最终实现企业与经销商的和谐
共赢发展，形成牢固的厂商战略联盟。

同时，加快推进“两翼扩张、三点成面、
渠道创新、品牌领先、培育储备”营销战略，
重点市场重点运作。对战略性区域加强资源支
持，全力运作中高端市场，品牌利润贡献率与
日俱增；有效推进省内培育型市场，完成了以
省内大城市为基点、覆盖前瞻性市场的省内网
络建设；建立省外市场发展平台，正式启动培
育市场的战略性布局；进出口以东南亚市场为
突破重点，进一步开拓了国际市场。

与此同时，景酒人还前瞻性地采用信息化
管理系统，对服务网络不断加以完善。景芝酒
销售到哪里，市场服务就跟踪到哪里，最大限
度维护经营者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利益；他们
秉持“客户至上”原则，组织省内外客户及消
费者来公司体验工业旅游、实地查看“纯粮酿
造”生产工艺活动常态化，极大提升了客户群
对景芝酒的信任度和忠诚度。

人是企业最宝贵的资产，但人需要组织的
关怀、帮助、引导才能发挥其作用和潜能。
景芝酒业对人组织管理既调动了个人积极
性，又充分发挥了组织的力量。以打造学习
型营销团队为目的，实施营销团队技能培
训、战略经销商团队定向培训、新招人员入
职培训；实行公开选拔竞争机制，完善执行
流程、薪酬体系、费用管控和绩效考核办
法，营销团队整体素质和服务意识进一步得
到强化和提升。

“凝聚力决定战斗力”，景芝酒业将打造
团队凝聚力与向心力，作为队伍建设的重中之
重。及时掌握员工的思想动态，了解员工诉
求，畅通沟通渠道，尤其是针对涉及员工切身
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做好思想工作，
解疑释惑、化解矛盾，全力打造了一支支团
结、勤奋、学习、创新、发展的活力队伍，是
景芝酒业文化的突出特点之一。事实证明这些
方针、措施是切实有效的，1-11月份，在酒类
行业市场销售增长乏力的大环境下，“一品景
芝——— 芝麻香”仍然保持了同比38%的增长。随
着市场的逐渐回暖，相信景芝酒业将会最先迎
来白酒市场全面复苏的春天。

景芝酒业的管理实践反映了文化的驱动作
用，也就是从理念形成到一系列制度的制定，
到景芝酒业人自觉的行为准则，再回归到价值
层次的循环过程——— 既源于传承，又臻于创
新；即来源于实践，又指导着实践。

合纵连横 文化驱动
——— 走进一品景芝系列报道之五

首届中国（景芝）生态酒文化节开幕

封坛 洞藏区揭牌 茅台集团名誉董事长季克良在封坛

□常朝晖

志君兄，出生在山东高密，为圆艺术

之梦，不惑之年，进京求学，先后在中国

艺术研究院、国家画院、中央美术学院学

习多年，近年在北京宋庄建立工作室成为

了一名职业艺术家。

志君兄与艺术，不与时尚为伍，潜心传

统。多年来，以宋元绘画为研究方向，以赵

孟頫为研究课题，以古人精神观照现实自

然，以古人笔墨绘制当代山水，他崇尚傅雷

评价黄宾虹先生的一句话：“无一幅貌似古

人，而又无一笔不从古人胎息中蜕化而

来。”在大量的写生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这

句话的理解，古意悠悠，然并不陈旧，现场

写生但无世俗之气，是志君兄画作给人们的

深刻印象。古人有“惜墨如金”之说，意思

是在营造画境时，绝不妄下一笔，志君兄做

山水对古人之说用心为之，于一石一树，一

岗一壑，一亭一舍，无不专精注意，心追手

摩。老树荒溪，秋水长林，山村古寺，无

不极妍尽态，穷形尽相，增一笔不能，少

一笔不可。“浑厚华滋”是他对于画作的

最终追求。满纸云烟，空濛万象，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万千笔墨，尽表物象之本

真，尽显万物之精神。

古人云：“墨中见笔法是灵，笔中有

墨气是神”，“笔主形，墨主韵。”他在

笔墨上可谓集古人之大成者。他的画作会

心高远空旷，不染尘俗。水载着山，山连着

天，水光山色绵延不绝于画外无穷无尽处。

墨与意会，情与境融，于是和着他灵府的妙

音，树在舞蹈，水在轻吟。在他的画前坐久

了，你会感到眼前已不是山，亦不是水。而

是人与自然的交融，天人合一的妙境。

此非山水，乃是精神。

画到妙处是精神
——— 刘志君书画艺术鉴赏

刘志君
出生于山东高密，独立艺术家，艺术评论与策划人，现

居北京宋庄。号：老社、五之斋主人、顿悲居士。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1999年：西泠印社高级篆刻研修班
2006年：中国美协培训中心山水画高研班
2007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中国书法院
2008年：中国国家画院杜大恺工作室
2009年—2011年：中央美术学院山水画专业
2012年：进入国际书象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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