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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的这块牌匾，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

泸州老窖的门头。1952 年 3 月，四川省专卖事

业 公 司 国 营 第 一 酿 酒 厂 成 立 ，厂 名 中 的“第

一”，足见在新中国成立后，泸州老窖在行业

的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酒业也不例

外。为振兴酒业发展，政府发出“组织起来，

走合作、联营道路”的号召，兴办国营酒厂，对

城区的私营企业（酒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2 年 四 川 省 专 卖 公 司 国 营 第 一 酿 酒 厂

成立。

而后的十年时间里，包括四川省专卖事业

公司国营第一酿酒厂在内，36 家明清酿酒作

坊逐一联合起来，公私合营成立了“泸州市曲

酒厂”，共同组成泸州老窖的前身。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白酒产业纷纷抱团

取暖的特殊时期，泸州老窖因实力突出，用自

身 工 艺 将 各 地 酒 厂“ 暖 ”了 个 遍 。 如 在 1953
年，宜宾杂粮酒（五粮液酒的前身）在泸州老

窖帮助下重建，是为国营第二十四酒厂。

1957 年，国家科委下达继承和发扬优秀民

族遗产的十年科研规划，四川省成立了“泸州

老窖大曲酒查定总结工作委员会”，深入到泸

州 老 窖 温 永 盛 作 坊 开 展 查 定 总 结 工 作 ，吃 、

住、行和接待工作都由泸州市商业局负责，办

公 室 、化 验 分 析 室 设 在 泸 州 市 府 路 的“ 龙

升堂”。

这次查定总结工作，据中国白酒泰斗熊子

书回忆，在泸州那半年时间，完全没有时间休

息，他们这批科技工作者与泸州老窖的工人

们同吃同住，跟班记录、取样分析、感官尝评，

一共完成了 17 个科研项目。

当时，国家为系统总结泸州老窖大曲酒的

酿造技术，从国家、省部有关科研机构抽调了

精兵强将进驻泸州老窖，并带来了重达 5 吨的

各类仪器设备，中国名白酒第一次查定总结

工作就此开始。同时，为了该项工作的经验

能够快速在各地推广，来自宜宾、成都、万州、

绵竹等地的五粮液、剑南春等酒企工作者直

接派驻泸州学习，参与试点，并将技术第一时

间带回他们所在的酒厂，这也是第二届全国

评酒会中，四川能够入选 3 个中国名酒的重要

原因。

而这次试点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泸州老窖

大曲酒》，该书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

这本《泸州老窖大曲酒》，是新中国第一本

酿造专业教科书。自 1952 年第一届全国名酒

评选之后，为快速提升白酒的品质与产能，保

护宝贵的民族遗产，国家组织专家组分别对

泸州老窖、茅台、汾酒三种代表工艺进行查定

试点，科学总结，以便尽快地面向全国普及。

1957 年 10 月至 1958 年 4 月，首开中国白酒科

学化研究与发展先河，在泸州老窖进行的生

产工艺全面查定总结，史称“泸州老窖试点”。

试点期间，专家组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泸酒史

料，总结传统生产工艺，于 1959 年 12 月编写出

版了新中国第一本白酒酿造专业教科书《泸

州老窖大曲酒》。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

次以官方名义规范中国白酒酿制技艺，形成

了当时整个白酒酿造行业最全面、最权威、最

先进的酿酒技艺成果，并将此成果面向全国

白酒企业推广。《泸州老窖大曲酒》这本书，不

仅对浓香型白酒的技艺总结和传承具有开创

性的贡献，也对中国传统名白酒技艺的总结、

提炼、推广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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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在排风山新建制曲车间召开的全厂年终总结表彰会

20世纪 70年代泸州老窖实验室

1958年3月，泸州老窖大曲酒操作总结工作委员会同志合影

1986 年，泸州市第十三期大曲酒骨干训练班暨老评酒师
陈奇遇同志庆贺七十岁高寿合影留念

1965 年泸州试点合影

四川省专卖事业公司国营第一酿酒厂牌匾 《泸州老窖大曲酒》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