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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唐宋时代，宁波的糯米黄酒
就因“清冽香郁如黄金”而被列为贡
品，“双鱼”“金波”“十洲春”都是被载
入史册的贡酒。

辉煌落幕，酒香依旧，背后是一代
代酿酒人“以新路求活路”“以初心守
匠心”。

“目前，我们生产的70%以上的
黄酒都是出口的，销往世界30多个国
家和地区。”宁波老字号“益民”持有
者、宁波历史最悠久的本土酿酒企业
之一——宁波益民酒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薛敦耀说。

“益民”始创于1859年，前身是位
于段塘的手工作坊“醇德”酒栈，以纯
手工冬酿黄酒为主要产品。百余年生
生不息，贵在韧性，贵在以新求变、求
活。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浪潮
滚滚而来，一方面促进了市场的繁荣，
另一方面也给不少企业，尤其是当时
的国营企业带来巨大冲击。

“乡镇酒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国家又取消了‘统购统销’，我们的酒
厂该何去何从？”薛敦耀回忆，这可能
是酒厂自创立来遭遇的最大“危机”。

面对危机，“益民”将目光转向刚
涌入国内的外资。1992年8月，与台
商成立合资公司，取得出口资格，并于
1994 年正式迈出“扬帆出海”第一
步。1995年，酒厂实行转制，受让国
有股60%，成立宁波益民酒业有限公
司，并于2001年完成改制。2003年，
公司开始独立运营外贸出口。

薛敦耀说，据美国海关2018年统
计，当年“益民”在美国进口的中国料
酒中销量位列第一。“扬帆出海”，为老
字号的生存与振兴提供了一个成功的
范本。

狠抓产品质量，是“益民”一直以
来的优良传统，1956年公私合营后，
时任第一任厂长蔡阿宝就经常深入生
产一线，严格把关工序，更把工艺复杂
的黄酒酿酒工艺，放在工作的首位。

因此，“益民”的黄酒无论是色泽、
香气、口感，在当时的宁波地区都享有
一定的声誉，民间更有“小小联生厂，
浙江占半省”的说法，产量中见质量，
见口碑。

时至今日，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早已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间，成为一
条无形的“厂规”，并逐步丰富，形成了

“益民、健康、和谐、向上”的企业文化。
记者 石承承 崔引 实习生 吴雯

在听说高山玉米、高山土豆也和高山西瓜一
样面临台风威胁时，罗群星立即让村民运来了
250公斤高山玉米和250公斤高山土豆。“今天我
还收到了几十公斤的高山百合，打算马上编辑销
售信息到各大群里。”

7月26日，在海曙区农业农村局牵头下，章水
镇联合宁波爱默隆生鲜连锁有限公司在鄞州区下
应街道寒松路42号迎来了“M6鲜选·醉美章水
店”的开业。而这家专门销售章水镇四明山优质
农特产品的店铺里，也满满当当摆放着从高山上

刚刚运下来的西瓜和农产品。
章水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其实在寻求甬派和

《宁波晚报》的帮助前，已经有不少单位、企业自发
帮助高山瓜农售卖西瓜。临近台风，更多爱心人
士和团体加入到了慷慨解囊的队伍中：海曙电信、
广博集团、KK集团、博洋集团、古林卫生院、龙观
卫生院、宁波银行总行……“很感谢众多爱心企业
和热心人士的帮忙，我们镇的瓜农终于在台风影
响前卖完了高山西瓜。”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郑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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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民”：
何以“扬帆出海”？

工人正在打包产品，这些产品即将
发往东南亚。 实习生 吴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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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高山西瓜昨天卖完
了！”7月28日一早，大雨如注，海曙
区章水镇杖锡村党总支书记王继淼
给记者打来电话，还发来了几段雨
中已经空空如也的西瓜地的视频。
在7月25日甬派客户端、7月26日
《宁波晚报》相继发出《10000 多公
斤高山西瓜还在田里……》的报道
后，短短两天时间，章水镇的10000
多公斤高山西瓜就基本售罄了。

“两非整治”后，章水镇的不少高山村都种上
了高山西瓜。由于当地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高山
西瓜蕴含丰富的负氧离子。同时，因为昼夜温差
大，又是露天种植，使用了羊粪等有机肥料，因此
高山西瓜非常鲜嫩多汁爽口。“本来高山西瓜上市
的时候，平原西瓜下市了，我们正好填补了市场空
白。但没想到台风这时候要来凑热闹。”王继淼
说。

眼见台风信息频频，7月25日，章水镇相关负
责人联系了记者，希望通过《宁波晚报》和甬派请
市民支持高山瓜农。消息一经发出，在海曙区工
商联的呼吁下，郭夏果业、恒英、狮丹努等企业纷
纷在第一时间打电话认购。

而这两天，杖锡村花木合作社社长鲁根水也
接到了很多求购电话，一共售出了3000公斤西

瓜。
其实，从上周三开始，海曙商务局就带了10

余家企业到杖锡村实地察看高山西瓜和农产品情
况，共同出谋划策帮助高山瓜农开展销售。宁波
甬爱心明文旅有限公司也帮助销售了3000公斤
西瓜。“我们比瓜农们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信息，
为他们做点事我也心甘情愿。”宁波甬爱心明文旅
有限公司负责人罗群星这些天一直在用电话联系
客户，嗓子听上去已经有点哑了。

之后，宁波甬爱心明文旅公司又让杖锡村送
来了500公斤高山西瓜，罗群星也着手找买主。
她还利用自己的各种朋友圈，比如校友群、侨联
群、新联会群等，发布销售信息。“除了寻找大企
业、大单位购买外，我还用人际关系，让员工到银
行等企事业单位的食堂摆摊卖西瓜。”

高山玉米、高山土豆、高山百合……
不止西瓜，其他农产品同样在助销之列

认购、助销、摆摊……
社会各界纷纷支持高山瓜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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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正在采摘西瓜。通讯员 严娇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