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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进公司经营管理的风险管控工作，
根据市国资委、市审计局下发的《国有企业日常经
营管理风险防范清单》精神，结合近年来在企业内
控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审计部于1月11日召开
公司日常经营管理风险防范工作会议。公司董事长
傅建伟，副总经理傅武翔、周娟英，公司纪委书纪
陈国林及各分厂厂长、部分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共
计37人参加会议。

首先，董事长傅建伟作重要讲话，提出三点要
求。一是各级各部门领导要带头学习相关的法律法
规、了解目前的政治形势，并做好向下面传达、贯
彻，及时提示风险，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二是必
须有防范风险的措施和办法，各级各部门领导要有
高度的责任心和履职责任，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执行
有关的管理制度，提高认识、落实细化到具体工作
中去。三是希望大家在工作中不能因为约束太多而
影响工作的责任心，既要规范又要负责，对生产经
营有关方面暴露的突出问题，强化履职担当，加强
统筹协调，有效化解重大经营风险，确保公司持续
健康发展。

会上，公司副总经理傅武翔、周娟英及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就各领域工作作相应的布署和安排，并对
工作中潜在的风险提出了防范措施。会议还要求信息
部收集风险防范清单中涉及的法律法规、相关文件、
制度在公司OA信息系统中公布，便于各部门查询。

此次会议还布置了下一阶段的主要工作任务和具体
要求，为今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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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下午，来自全国40余家知名晚报的社长、总编和名编辑、名记者，
走访古越龙山中央酒库、古越龙山黄酒产业园酿酒一厂和中国黄酒博物馆，品味
黄酒文化，感受中国黄酒之韵，总编们被绍兴黄酒的文化深深震撼，并对绍兴黄
酒产业与旅游融合发展点赞。

古越龙山中央酒库 很震撼

在古越龙山中央酒库，一排排一坛坛陈酿，气势恢弘，“潜伏”在此的黄酒
有1100万坛。晚报总编们被眼前的阵势惊住了。听说古越龙山中央酒库，其前身
是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由国家拨款扩建，并定名为中央酒库，大家都称赞
黄酒酒库本身就是珍贵的文物。当听说这里储藏了700多坛50年陈酿，每坛酒价
值100万元以上时，大家都赞叹黄酒如软黄金，价值巨大。

现位于袍江开发区孙端镇的中央酒库占地308亩，拥有18门即
Ǚ

坛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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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销售需要，圆满完成生产任务，公司各生产车间经常加
班加点。领导心系一线，从上个月起，公司总部每天组织干部职工
到古越龙山酒厂、沈永和酒厂支援劳动，上下一心齐动员、全力以
赴保生产。 （王科/古越龙山酒厂、俞建明/沈永和酒厂）

1月2日，公司科一、科二党支部举行“重温入党誓词，做新时
代合格党员”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在党旗前庄重宣誓，不忘初
心、立足岗位，共创2018新业绩。 （陈洁娜/办公室）

1月1日，生物制品党支部联合工艺浮雕酒党支部、科三党支部
开展“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迎新党日活动——徒步登平水日铸岭古
道，感受革命历史教育。 （王燕萍/生物制品）

12月29日，根据集团公司安全生产工作总体部署，公司副总经
理徐诚法、总工程师邹慧君分别带队到古越龙山酒厂、女儿红公司，
对厂区作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危化品储存、特种设备运行
安全等进行联合大检查，并提出相关整改意见。

（王科/古越龙山酒厂、张宇超/女儿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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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城市的老街都是一个城市历史符号和
记忆，位于古越龙山公司附近的上大路，曾是绍
兴城最繁华的老街。追溯每一条老街的发迹史，
不难发现，往往跟经商往来有关，上大路也是如
此。听这里的老人们说，民国时期的上大路，东
至解放路大江桥，西至北海桥与104国道相接，沿
街店铺林立，商号云集。店铺后临浙东古运河，
还是乡下人进城的主要水路。

旧时的上大路，所在位置也非常奇特，一侧
是山阴县大街，简称大街；另一侧为会稽县大
街，简称后街，一条大路所处两县的交界地带，
又兼水运之利，常常是人头攒动，讨价还价之声
不绝于耳。

旧时，这里不仅是商贸中心，也是新闻中心
——越声广播、《越铎日报》、《绍兴民国日报》
先后在此创办。沿着上大路向东走，有一幢三层
楼徽派建筑的马头墙马头翘角，墙线错落有致，
当时中西合璧的格局完好的保留着。在上大路与
新河弄之间的杜家弄10号，一座四层楼的建筑高
大巍峨，它曾经是绍兴七星龙局的救火瞭望台，
有近百年历史，称得上是上大路标志性建筑，目前
已被列为绍兴市文物保护单位。沿着上大路向西，
有几幢石库门格局的楼，屋面是青砖实砌，与绍兴
传统的立贴式空心墙结构有所不同，中西杂糅的风
格也向世人诉说着它曾经的辉煌。据悉，这些带
有“民国风”的建筑，近年来引起了国内外一些
文史爱好者的关注。

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上大路，平时也总喜
欢逛老街，这样的爱好大致由于两个缘由：一是
多样人文形体挤在窄道里，万象浓缩，构成丰富
的图画。而这图画里，人间烟火味的茂盛程度令
人愉悦——家猫儿陶醉于主人的掌抚，邻人家酿
的米酒香飘到了街心，老人们三三两两地坐在屋
檐下的条凳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唠嗑，就连磨得
光滑的青石板四周，居民洒下的叠叠生机都有着
世俗的热闹，非常亲切。二是老街总是与外界隔

离，躲进老街里，就仿佛走进了一段不为人知的
岁月，总嫌此时的自己不够旧，额头太过光
洁，眼角眉梢也没多少故事可聊，衬不起这里
的老光阴。老街的夏和冬，是老蒲扇和煤炉火的
对话，白了时间，绿了季节。鼻涕流成串儿的小
孩在街角玩石子儿，年幼的那个弯腰拾起一颗石
子儿的一刹那，一轮饱满的秋月，在长街尽头的
墨蓝天幕上盈盈升起，也在老街居民们的心头豁
然升起。

然而，老街更是一种匮乏的博大。它背负着
一个地方深厚的人文记忆，却常常夹杂在现代文
明与落后经济之间，尴尬不已。生活在老街里的
人，当他们还是孩子时，可以留在时光的原地，
坐在一起，一边听那些永不老去的故事，一边慢
慢皓首。可年岁总是这样慢慢地延伸，一点一点
地错开来。年轻人长大了，向往外面的天地，于
是从老街里默默地走出来，不带任何声响。所
以，尽管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老街的珍贵，却依旧
阻止不了它的消失，渐渐的，这里便不再是一条
适合长相守的街道。

在当今一次次昂首阔步的现代化建设和城镇
化运动中，那些富有地方生活气息的景色渐渐变成
了记忆和乡愁，祠堂、老屋、河埠、古树……传统意
义上奉行的晴耕雨读、聚族而居逐渐远离了我们。
中国的村镇、县城在奔小康的号召声中，开始被改
造成一模一样的外表。可人们却又在这时候，缅怀
起老街的好来。尤其是当他们执着地驾驶汽车，
装修寓所，为了墙纸的颜色焦头烂额时，他们经
历过老街，又奔向城市后，在大日子里怀念小日
子的滋味，两相对照，换来一声叹息。

于是我们只能做一个在老街里偷故事的人，
听没了牙的老爷爷如人间惆怅客一般，知君何事
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做一个在老街里品人
生的人，听老街如一把破二胡，用两根幽怨，一
把悲凉嗓音，让每一个身处春天的人如沐风雪。

（姚有根/玻璃瓶厂）

一坛花雕酒的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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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宝藏》连续刷屏，每一件物品都是华夏民族的瑰
宝，带着泱泱大国浓厚的文化底蕴。一段演绎的前世传奇,
一段讲述的今生故事，揭开它们神秘的面纱，让我第一次
认识了“妇好鸮尊”。

“妇好鸮尊”是一种盛酒的容器，以鸮为原型，造型具
有雕塑的特点，整个青铜器主次分明，色调层次变化明
显，非凡精湛的铸造工艺，是现实生活和艺术夸张的巧妙
结合，反应出商代晚期浓厚的宗教情感和庄严狞厉的审美
观念。鸮，俗称猫头鹰，商代被誉为战神，是地位和权力
的象征。根据器皿内的铭文，它的主人就是“妇好”，中国
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甲骨文）的女性军事统帅、政治
家，同时也是商王武丁60多位妻子中3位法定配偶之一。不
仅能率领军队东征西讨，拓展疆土，还主持武丁王朝的各种
祭祀活动。《左传》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她那个时代，人
们迷信鬼神，崇尚天命，非常盛行祭祀占卜，特别是商王室
和奴隶主统治阶级，几乎所有国家大事都要反复占卜、祈
问鬼神。因此，祭祀是最重要的国事活动之一。

精美绝伦的妇好鸮尊用来容酒，祭祀天神、祖先，说

明酒的地位可见一斑。在古代，酒与维护封建秩序的
“礼”相互交融，酒是谷物做的，在谷物产量未普及的时
代，酒必然是珍贵美好的东西，首先要敬献给神明和祖先
享用。古人把酒比作“玉液、甘露、太平君子、天禄大
光”等等。《周礼》中对祭祀用酒有明确的介绍，如祭祀
时，用“五齐”（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沈齐）、
“三酒”（事酒、昔酒、清酒）共八种酒，加上讲究的做
法祭祀神祇祖先最能表达祭祀者的虔诚与崇敬。神祇祖先
享用后高兴了，才会庇佑降福。所谓“酒可娱神”是也，
这大概可以说是古人为什么一定要用酒进行祭祀的一个原
因。

历史上的每位皇帝视祭祀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祭
天、祭神、祭祖先，祈求上苍庇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而所用的酒器通常呈鸟兽状，纹饰华丽，尽显沉稳，
所用之酒也必定上上乘。商代是青铜器的鼎盛时期，铸造
出尊、壶、爵、角、觥、彝、卣、罍、瓿、杯、卮、缶、
豆、斝、盉的酒器，多样的品种,恰恰显示酒的地位。粮
食的丰歉是酒业兴衰的晴雨表，酒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

主要来源之一，直接影响着军费、战争，甚至是国家的
生死存亡。

从远古时代到现代文明，祭祀典礼也在不断的升华。
祭黄帝、祭孔子、祭大禹等等活动已经升华为“国祭”，是
千年大国文化的祭奠，也是民族统一符号的凝聚。

谷雨祭大禹，立冬祭酒神，每年4月20日谷雨时节，绍
兴大禹陵广场举行庄严隆重的祭祀大典，全国各地、港澳
台代表，大禹后人，齐聚大禹陵。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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