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壶品质老酒的背后是良心孝心
即墨黄酒传统酿造工艺代表性传承人于秦峰坚持“品质立企”并推行孝德黄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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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情注一壶“老酒”

时针拨回1979年，17岁的于秦峰参
加招工考试，考入即墨黄酒厂，开始了他
在中国北派黄酒老酒行业的耕耘与跋
涉。在传统酿造技艺师徒传承的形式
下，他跟随师傅刻苦学艺，熟练地掌握了
酒曲制作、糖化、糊化等即墨传统老酒生
产关键技术，并考取了山东省评酒委员、
国家级评酒委员，1991年被国家食品工
业协会聘为全国黄酒考评专家组成员，
也是山东省唯一的全国黄酒考评专家。
随着知识分子“下海”创业潮的涌起，
1993年3月，于秦峰辞去即墨黄酒厂技
术厂长、总工程师职务，白手起家，创建
山东即墨妙府老酒有限公司。

“作酒之法式，既有米曲之数，又有
功沽之巧，式若米曲多寡之数，法若水火
齐量之差。”在多年来研究积累的基础
上，于秦峰对即墨黄酒酿造技艺进行高
度提炼，首次提出“糗糜法”。糗糜法就
是将黍米在锅中煮透后再不断搅拌，糗
而成糜。然后在“古遗六法”基础上，采
取糊化、糖化、发酵、压榨、陈储等独特传
统技艺酿制而成，这一概念对《礼记·月
令》有关北派黄酒酿造技艺精华——“古
遗六法”归纳提升，得到了中国黄酒界的
充分肯定。

记者了解到，“古遗六法”分为选米、
选水、浸米、入锅、烧火、铲米、出锅、糖
化、入缸发酵、搅拌、压榨、封坛12道传
统工艺工序和上百个工艺要领。一代又
一代酿酒师坚持遵“六法”守“六必”的传
统工艺，使得即墨黄酒传统酿造技艺传
承几千年，历久弥香。

2008年底，以“糗糜法”为核心的妙
府老酒传统酿造工艺，被列入青岛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集中展示妙
府老酒传统酿造工艺，妙府公司建起黄
酒博物馆。记者了解到，这个黄酒博物
馆是国家三A级旅游景区、山东省工业
旅游示范点。在妙府老酒文化长廊尽
头，每天都有技术精湛的酿造师行云流
水般地全流程展示“糗糜法”老酒酿造工
艺。烟雾缭绕中，伴随着酿酒工人挥舞
的铲粑、穿梭的手推车，蒸煮、糊化、压
榨、陈储等传统老酒生产工序让众多参
观者大开眼界。

推行孝德黄酒文化

“一直很忙，干了 45 年，天天下车
间，要不怎么能成为‘大国工匠’”。10
月9日上午，记者在即墨妙府老酒公司
见到了一身工作服的于秦峰。他表示，
碰到天大的事也要先把自己的工作做
完，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于秦峰说，
做老酒是个功夫活，讲究心境和技艺，即
墨传统老酒工艺细腻精道，技法环环相
扣，操作重在领悟。火候稍不到位，口感
就要变样。口味取决于工艺，工艺取决
于功夫，功夫取决于悟性，要酿出地道的
老酒，不按工艺做不行，不下功夫不行，
没有悟性也不行。另外，还得有好心境，
只要心境好，技艺自然而然就会发挥得
好，自然就能酿出好酒来，而这个好心境
就是良心和孝心。

熟悉于秦峰的人都知道，他的孝

顺是出了名的。他认为，“孝”是儒家
文化的核心，为“仁义之根本”“人伦之
公理”。于秦峰和他创立的即墨妙府
老酒与“孝”仿佛命中注定般结合在一
起。在即墨妙府公司厂区，于秦峰以
孝立企、以孝酿酒，大力弘扬和倡导

“孝敬不能等待”的企业文化。“于总教
导我们‘孝敬不能等待’，每天都要给父
母打个电话，每星期要回家看望一下父
母，每个月发了工资给父母寄回去一部
分。员工要用诚心、孝心和良心去酿
酒，只有这样，才能酿出来一壶好的黄
酒。”妙府老酒工作人员小唐告诉记者，
于秦峰还将“孝心、良心、爱心、诚心”写

进了企业管理原则，没有孝心的人不能
进妙府老酒公司，并把“孝”作为招聘和
考核员工的硬性指标。在于秦峰的带
领下，公司在员工中大力推行孝德文
化，在企业管理中融入孝德文化，而且
在社会上广泛宣传孝德文化，形成了
个性鲜明的企业文化观，先后荣获“中
华孝亲敬老楷模”提名奖、“感动齐鲁
敬老楷模”提名奖，即墨妙府也成为全
国企业孝德文化推广示范单位。

老酒封坛贮存攻克难题

“中国黄酒生产虽有标准，由于受

生产工艺、地域环境和气候影响，在中国
北方地区执行国标难度非常大。尤其是
在氨基酸态氮指标上，老酒如果不经过
较长时间的贮存期，质量标准很难达到
最优。”1993年创办妙府公司后，于秦峰便
着手攻克这一难题，经过长期研究，他发
现陶坛年份贮存方法十分奏效，不仅能弥
补老工艺自身存在的不足，而且还能使
老酒品质大大提升。于是，公司将刚刚
榨出的鲜酒杀菌后装进质地优良的陶
坛，然后以荷叶罩口封存，成为妙府老酒
公司的创新之举。

2007 年 12 月 30 日，万吨妙府年份老
酒封坛仪式、妙府文化长廊揭牌仪式暨首
届妙府老酒封坛节盛装启幕。封坛节持续
20天，青岛市民共签封妙府年份老酒1000
多吨。自2009年起，妙府老酒公司又先后
举办了数届妙府老酒封坛节。历经近二十
年的挖掘、培育，封坛节的多次成功举办使
妙府老酒封坛节成为青岛地区具有文化价
值及民俗特色的节庆品牌之一。

“实际上，封坛在我国北方民间早已有
之，追溯起来应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最初
是农户为了庆祝一年的丰收，把新酿的酒
封到雪地里，为来年祈福，这种做法比较原
始。妙府老酒陶坛封存，采用生物科技，在
继承中做到了创新。”于秦峰解释说。2017
年6月，妙府公司“即墨黄酒封坛仪式”获
评即墨区非遗项目，时隔4年后，又跻身市
级非遗项目。2020年、2021年，因挖掘、整
理、利用非遗项目成绩突出，于秦峰连获

“山东非遗年度人物”荣誉称号。

传播“品质立企”之道

作为中国酿酒大师、中国酒业协会黄
酒分会副会长、中国黄酒学会副会长，在
做大企业规模、做响“妙府”老酒品牌基础
上，于秦峰以振兴黄酒为己任，几十年来，
足迹走遍河南、湖北、甘肃、宁夏、山西、吉
林等地的黄酒产区。在地方高校的大讲
堂，他为高校学子阐述北派黄酒文化渊
源、生产技艺精髓、传承与创新；在当地黄
酒企业的生产车间，他为一线工人们亲自
示范每个生产环节，毫不保留地传授北派
黄酒酿造要领，传播“品质立企”之道，努
力推动老酒生产向标准化、品牌化迈进。

“做响做大北派黄酒是我矢志不移的
目标，责无旁贷，我将继续努力下去。”于
秦峰说。作为即墨黄酒产业的非遗传承
人，他深知责任重大，几十年来，不遗余力
地传承非遗项目，以丰厚的历史文化反哺
即墨黄酒产业，使其散枝开叶，茁壮成
长。这是他对老酒情怀、非遗情怀的深厚
表达。

中国酿酒大师、青岛市即墨黄酒工程技术中心首席专家、即墨黄酒传统酿造工艺代表性传承人……
近日，记者采访了拥有众多头衔的即墨妙府老酒创始人于秦峰。聊起30年来的创业故事，他总说一
个人完成不了事业，靠团队才能传承品质黄酒文化。近年来，妙府老酒以“糗糜法”为核心的妙府老
酒传统酿造工艺、“即墨黄酒封坛仪式”“地瓜酒生产工艺”等8个项目，先后获评山东省、青岛市、即
墨区三级非遗项目，这在中国北方黄酒企业中稳居第一，即使放眼全国酿酒行业，也是可圈可点。

“国内酿酒界泰斗秦含章曾三次
来到即墨妙府老酒公司，对妙府老酒
给予格外的关心和支持，无论是1993
年的国家级鉴定会，还是 2003 年的

‘即墨老老酒’课题，可以说，即墨妙府
老酒正是在秦含章先生的指引下，才
有了指向性的发展。”于秦峰表示，早
在2003年9月，秦含章先生在考察指
导即墨黄酒生产时，向秦峰提出一个

研究课题，希望在自己120岁的时候，喝
到于秦峰熬制的三十年老酒。在秦含章
的鼓励和指点下，即墨妙府老酒在年份
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应
用于实际生产，在品质上获得很大提升。

2023年2月，“中国酒界泰斗”秦含章
先生115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在北京秦含
章酒文化交流中心举行，作为他生前十
分关注的黄酒品牌，即墨妙府老酒倾力

打造了“即墨老老酒”的特别纪念款，这
是妙府老酒对秦老课题的成果报告，也
是对这一段珍贵感情的回忆与缅怀。据
悉，此酒由于秦峰亲酿。目前，即墨妙府
老酒有限公司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重点保护名录“即墨黄酒传统工艺”传承
单位，而于秦峰也成为即墨黄酒的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
记者 康晓欢 袁超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与酒界泰斗的三十年之约链接

于秦峰在品老酒。

妙府老酒创始人于秦峰（左二）在讲解陈伏麦曲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