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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是中国的，酒香却四溢
五洲。近期，中国外文局发布的《中国
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2014》显示，
海外受访者对中国品牌的熟悉程度调
查中，青岛啤酒是唯一在发达国家比
发展中国家更被熟悉的中国品牌。

高美誉度来自于高品质。“好人做
好酒”，这是青啤人的世训；“好啤酒不
是靠检验出来的”，这是青啤人的口头
禅；360°全方位立体化的质量管理，
每一瓶啤酒都要经历 1800 多个关键
质量控制点⋯⋯青岛啤酒，正是靠精
益求精的高品质，赢得了全球消费者
的“舌尖点赞”。

“三高”的海外形象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在国外经常
面临着物美价廉的尴尬局面，尤其在食
品行业，海外市场对品质更是极端“挑

剔”。而青岛啤酒却是个例外——出口
海外60余年，始终以“高品质、高价格、
高可见度”，赢得了海外消费者的认可。

随着拥有越来越多的海外“粉丝”，
青岛啤酒的渠道结构也开始发生深刻
变化。过去青岛啤酒在欧美国家是以
中餐馆为主渠道，近几年开始大踏步走
进大型超市、酒类专卖店等主流渠道。
目前全球著名的大型连锁超市，基本都
有青岛啤酒。“这表明青岛啤酒的消费
深度发生了变化，”青岛啤酒海外业务
总部总经理马宁分析说，“老外有把啤
酒当饮料喝的习惯，到超市购买青岛啤
酒就意味着该品牌成为了越来越多欧
美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同时，青岛啤酒走进的国家也越来
越多。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青岛啤酒
目前远销美国、加拿大、英国等世界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14年，青岛啤酒在
拉美市场实现 50%以上的增长，西欧、
北美市场销量均实现20%以上的增长。

严苛的品质坚守

没有过硬的产品，就没有叫得响
的品牌。1903 年，青岛啤酒公司成

立，3 年后，还相当年轻的青啤，就因口
感独特、品质卓越在德国慕尼黑博览
会上获得金奖。112年的时间里，青啤
始终秉承严苛的酿造标准，无论发展
的车轮如何提速，青岛啤酒在生产环
节 却 始 终 恪 守 精 雕 细 琢 般“ 慢 的 坚
持”。

行业内“最长低温发酵工艺”，遵
从酿造啤酒的自然法则，给“啤酒之
魂”酵母充足的时间，让它充分生长、
自然繁衍；酿酒用的大米必须是脱壳 3
天之内的新鲜米；生产现场酿造水每
隔两小时就得品尝一次⋯⋯这就是青
岛啤酒在质量管理方面实实在在的
细节。

保持传统酿造工艺的同时，青啤
没有故步自封。《啤酒风味物质图谱技
术》把一杯啤酒“数字化”，用数字指导
生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针对啤酒生
产效率瓶颈，青啤自主创新开发应用
了新的高效低耗酿造工艺，成为青岛
啤酒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内容之一。

多年来，青岛啤酒还投入了大量
资源打造酿酒师团队，从选拔培养基
层技术骨干的“技能大赛”，到公费选
派技术骨干远赴德国深造培训，青岛

啤酒铺就了技术人才酿酒大师的成长
之路，也成就了自己的品质信仰。

“交心”的文化互动

过去青岛啤酒在海外基本不打广
告，主要靠口碑传播。近年来，青岛啤酒
采取了主动策略，开始通过线上和线下
的文化活动，在互动中与消费者“交心”，
在增加了消费者黏性的同时，也强化了
青岛啤酒作为中国元素符号的特征。

“现在世界著名的社交网站上都
有 我 们 的 交 流 平 台 ，粉 丝 互 动 率 很
高。”马宁说。

线下的互动同样立足于中国文
化。在英国，青岛啤酒聘请著名的设计
公司，设计了造型独特的青岛啤酒LO-
GO 的乒乓球桌，加上一个龙的造型的
弹球器，放到英国的酒吧中。“英国酒吧
本来流行玩台球，我们设立了这种造型
独特的乒乓球台后，吸引了很多消费者
转而玩乒乓球，他们玩的时候就喝青岛
啤酒，这样就互动起来了。”马宁说，用这
样的乒乓球桌，他们在英国大城市的酒
吧中巡游，效果很好，在英国的销量也
实现了逆势增长。

青岛啤酒：高品质赢得全球美誉
本报记者 刘 成

新华社北京 7 月 26 日电 近期，
我国东北中西部等地持续高温少雨，旱
情迅速发展，南方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
害。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
挥部总指挥汪洋 25日主持召开国家防
汛抗旱总指挥部专题会议，视频连线东

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防总，研究部署
抗旱和防汛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防
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
步动员和行动起来，强化措施，落实责
任，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将灾

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汪洋强调，受旱地区要高度重视

抗旱减灾工作，千方百计解决人饮困
难，确保城乡居民饮水安全。要多渠
道扩大水源，科学调度和利用水资源，
加强抗旱服务和农业生产指导，努力

保障农业生产用水，最大限度减少旱
灾损失。根据灾区需要，中央财政将
下拨部分特大抗旱经费和农业生产救
灾资金，支持重旱地区抗旱和农业生
产恢复。

汪洋指出，目前正处在“七下八
上”的防汛关键期，在做好抗旱工作的
同时，要全面加强防汛。切实做好气
象监测预报，抓好防汛预案落实，强化
水利工程调度，严格汛期值守，做好台
风、山洪防御以及城市防洪工作，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重要基础设
施的安全。

汪洋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专题会议上强调

扎实做好当前抗旱防汛工作

“全体官兵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珍爱
英雄的名誉和荣光！有人恶意抹黑英雄，
让我们非常气愤。”邱少云生前部队的官兵
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上诋毁英雄形象、
质疑英雄事迹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此，社会
各界、各类媒体、网络意见人士等开展了许多
形式丰富的“捍卫英雄”活动，以真实、权威、
客观的视角，再现英雄事迹，批驳诋毁英雄的
谣言，增强社会对英雄的价值认同。

5 月 22 日，解放军报“强军文化论”栏
目文章《捍卫我们的英雄》见报后，不仅在
部队官兵中荡起波澜，也在地方读者中引
起强烈反响。

网友郭松民在转发《捍卫我们的英雄》
一文时评论说：“我们的主力军上来了。”短
短九个字的评论，饱含了众多正义网民的
热切期待。

与此同时，部分媒体开始重访英雄生前
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探访英雄事迹。解放军
报专门开设“认识英雄·关爱英雄·尊崇英
雄”专栏，并组织记者先后赶赴狼牙山等地，
还原英雄原貌，弘扬浩然正气，向大众传递
更立体、更真实、更丰满的英雄形象。

捍卫英雄，社会各界都在行动。7月6日
至 20 日，一场“我们和英雄在一起”网络名
人走进军营活动在邱少云、黄继光、“狼牙
山五壮士”生前所在部队举行。来自军地
52 位网络名人、新媒体账号负责人和媒体
记者走进军营，走近英雄传人，感悟英雄精
神，传递强国强军正能量。

网络名人“椒江叶 sir”直言：“官兵们
‘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的座右铭让人
感动，英雄的基因已经渗透进了广大军人
的血脉。他们是我们心中的英雄。维护英
雄形象，我们义不容辞。”

此次活动过程中，涌现出很多影响力
强、传播范围广的佳作。“当代海军杂志社”微信公众号 7 月 10 日推
送的作品《8 个数字告诉你这支部队为何这么牛》，用 67 天完成首次
跳伞、4 次被授予荣誉称号、担负 36 项重大任务、走出 245 位将军和
288 名英雄模范等典型事例，浓墨重彩地展示了黄继光烈士生前所
在部队的辉煌历史，一上线就引来网友关注和媒体转发。

此外，许多媒体还积极利用镜头、声画承载独家的新闻信息；用
互联网思维构建英雄传播体系，用网络语言讲好英雄故事，做到真性
情、近人情、接地气，让广大网友特别是“80 后”“90 后”和“00 后”们
通过网络触摸真实的党史军史，爱看“英雄大片”⋯⋯

中国军网、“军报记者”微博微信与解放军报客户端多管齐下，开
始用多媒体语言讲述英雄的故事。“军报记者”微博共发布相关微博
30 余条，新浪平台平均阅读量 15.6 万；推出热门话题“我们和英雄在
一起”，阅读量突破 4000万次，4.2万人参与讨论。

“当前的网络舆论斗争形势复杂，网络空间暗流涌动。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必须绝地反击，在形势发展的关键时期采取有效措施，坚
决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网络名人洪源向记者表示。

文/新华社记者 孙铁翔

（新华社北京 7月 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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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铭记历史 警示后人警示后人
——各地举行纪念抗战胜利各地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70周年活动周年活动

▲ 7 月 26 日，南开大学的大学生和校友们一起敲响

校钟。当日，在南开学校“校殇日”到来之际，来自南开大

学、南开中学的师生代表齐聚南开大学，敲响校钟，纪念抗

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暨南开学校“7·28 校殇日”78 周年，以此

铭记历史，警示后人。1937 年 7 月，侵华日军占领天津后，

对南开大学实施轰炸，并将学校财产劫掠一空。

刘东岳摄（新华社发）

▼ 7 月 25 日，一名参观者在参观展出图片。当日，为纪念抗日

战争胜利 70 周年，“国家记忆暨三晋抗战历史影像展”在山西省太原

市汾河景区免费开展。展览共选取 200 余幅图片，展示了抗日战争

时期中国军民全面抗战的英勇事迹。

新华社记者 詹 彦摄

本报讯 记者白海星、通讯
员张逸潇报道：根据中央、省委
对“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总体
部署安排，芜湖迅速组织落实，
进一步细化中央、省委安排的

“关键动作”，同时结合实际突出
芜湖党建特色，以“机关联系基
层、干部联系群众”的“双联系”
为有效抓手，确保“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扎实开展、落到实处。

芜湖加强总体谋划，健全工
作机制，制定出台了“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实施方案。方案要求各
地各单位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
部深入“双联系”或选派帮扶村、
社区进行走访调研，广泛征求意
见建议，在此基础上撰写党课报
告、开展专题学习、进行党性分
析、推动整改落实，确保专题教育
既从严又从实。同步建立清单式
管理、实时化监测的工作机制，明
确专题教育开展的时间节点、重
点工作和责任部门，安排专人对
工作清单落实情况进行实时监
测，督促各级各单位高标准、高质
量开展学习教育。

芜湖市领导干部带头示范，
自上而下迅速启动专题教育。
在认真学习传达了省委“三严三
实”专题党课报告会精神之后，
芜湖市委不久前召开“三严三
实”专题党课报告会。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登榜作
专题党课报告，现职市级领导干
部，各县区、各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及分管负责同志等 220 余人
参加报告会。据统计，全市共有
283 个县处级以上单位、1180
名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参
加专题教育。

芜湖还注重将专题教育与
本地本单位的重点工作相结合，
探索将专题教育融入党内经常
性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芜湖
把“机关联系基层、干部联系群
众”的“双联系”工作，作为践行

“三严三实”的有效抓手，推动作
风转变。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以

“三严三实”为主题，开展以“组
织党员领导干部到‘双联系’村

（社区）上一次专题党课，组织领
导班子成员参加一次村（社区）
专题组织生活会，组织一次‘四
风’整治专题回头看，组织机关
党员干部公开承诺一件联系村

（社区）帮扶事项，组织机关党组
织围绕‘三严三实’专题进行一
次党员民主评议”为内容的“五
专题”活动。以“三严三实”要
求，深化提升“双联系”工作的科
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动党
员干部“走下去”，在基层一线提
升服务群众的本领，真正做到了
两手抓、两促进。

安徽芜湖：

以“双联系”为抓手推动作风转变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实习
生窦红飞报道：欺骗眼睛的魔方、
超薄柔性发电地毯、人体动力收
集系统、听觉引导体验装置⋯⋯7
月25日上午，“创新驱动发展，科
技引领未来——中国科学院科技
创新年度巡展2015”在中国科学
技术馆开幕，上述这些有意思的
东西悉数亮相，吸引了众多科技
爱好者和小朋友们前来体验。

本次巡展中，重大成果展区

的 15 个展项近半数来自中国科
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是
2014 年中科院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
民经济主战场所取得的重要成
果的代表。科普互动展区的 15
个展项是从京区研究所遴选的
精品科普产品。展览过程中，社
会公众可以体验到科技创新的
丰硕成果和可喜进展，了解科技
发展的变化趋势和创新动态。

中科院科技创新年度巡展开幕

（上接第一版）

国家减灾委、民政部、自治区民政
厅紧急调拨6200顶帐篷、3200张折叠
床、8000 套棉被褥、7000 件棉大衣、
3000个睡袋等救灾物资迅速送抵灾区；
2000 万元自治区下拨的救灾资金、
1000万元和田地区下拨的救灾资金迅
速到位。

新疆测绘地理信息局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赶赴灾区，利用无人机技术完
成灾区各类影像的获取工作；自治区
地震局现场工作队在震中架设 2 台流
动测震仪，实时监测地震数据。

南疆军区前方指挥组于震后 2 小
时内赶到震中地区，调拨帐篷、被褥、
食品等物资运往灾区，并组织多批次
救援人员投入救灾现场。武警皮山
县中队 40 余名官兵到达县人民医院
后 ，立 即 运 送 伤 员 20 余 名 ，搭 建 帐
篷 10顶，为救治伤员提供安全场所。

乌鲁木齐、和田、喀什等地卫生部
门全力支援灾区，2100名医护和后勤保
障人员、7支外援医疗救援队、42辆救护
车、46 辆卫生应急工作车及时赶到灾
区，搭建起159顶临时医疗帐篷，有效救
治受伤群众。

在各方力量迅速高效援助下，灾区群
众生活必需品得到保障，所有伤员得到有
效治疗，重伤员全部转移到县级医院和地
区医院，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伤亡程度。

脊梁：基层党员干部
成为灾区群众的主心骨

地震给广大群众造成重大损失。
危难时刻，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勇于
担当、顽强拼搏，把灾后安置工作作为
抗灾自救的主战场，为后续救灾工作提
供了坚强支撑。

新疆地震局监测显示，皮山县皮
西那乡正坐落于震中断层带上。“一瞬
间地动山摇，等我清醒过来发现周围
很多土木结构的房屋都开裂倒塌了。”
皮西那乡党委书记卢开伦回忆说。

卢开伦立即召集所有乡、村干部
和村警组成巡逻队，挨家挨户走访排
查，要求村民们在空地暂住，并统一开
通各村大喇叭，不停地向村民喊话。

地震发生后，皮山县科克铁热克
乡党委书记杨俊峰迅速和乡长做了简
短交流，把乡干部分组派往各村查看
灾情。“干部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党和
政府对受灾群众的关心，关键时刻，干
部就是群众的主心骨。”杨俊峰说。

2014 年，新疆开展 20 万干部下基
层“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灾
情发生后，震区各住村工作组也在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住皮山县乔达
乡农场村工作组成员和村干部一起通
知村民立即撤出房屋，并进行入户排

查，对房屋受损情况进行拍照登记，将
村民财产损失情况上报乡政府。

地震造成部分地区停电、停水，南航
新疆分公司住皮山县皮西那乡加依托格
拉克村工作组成员把自己的生活费全部
拿出来，买面、米、油、水、馕等食物，并从
4公里外的河坝拉来水，当天晚上做了供
全村800多人食用的大锅抓饭。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作
组住在与震区乡邻的墨玉县，工作组成
员几乎都是医学专家，地震发生后，他们
带着药品赶往皮山县人民医院，与当地
医护人员一起救治受伤群众，诊断病情。

重建：灾后恢复重建
与安居富民工程相结合

经过 20 多天的应急救援，目前皮
山地震灾区的工作重心已经开始向恢
复生产、重建家园转移。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皮山地震
灾区恢复重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肯定新
疆皮山县“7·3”地震发生后，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组织各族干部群众积
极投入抗灾救灾，最大限度减少了地震造
成的损失。强调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有关
部门要把支持和帮助灾区恢复生产、重建
家园作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
加快少数民族脱贫步伐、加快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大任务来抓，给予必要的特殊
支持，首先要在入冬前解决受灾群众的住

房问题，确保群众安全过冬。
地震导致皮山县皮西那乡唯一的

蓄水池开裂，全乡老百姓饮水紧张。地
震发生后的两天时间内，乡政府专门组
织工程人员，铺设水库取水管道 3.2 公
里，解决全乡老百姓的饮水困难。

灾区很多乡村公路上发生了不同
程度的塌陷，出现了数米至数十米长
的裂缝。皮西那乡吾喀什村口道路开
裂达一尺多宽。目前，受损道路已做
完常规化管护，保障车辆安全通行，道
路重建工作正在积极规划中。

地震发生后，皮西那乡设置了 7个
居民安置点。目前，除几户需要特殊
照顾的受灾群众需要集体安置外，其
他人员已在 7 月 18 日开斋节前按原住
址分散安置，相应的救灾帐篷和物资
已分发至每个重点受灾家庭，充分满
足其住宿、饮食等生活需要。

当前，自治区抗震救灾部门正积
极编制皮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
确保受灾群众安全过冬，明确提出要
把灾后恢复重建与安居富民工程结合
起来，努力使灾区群众住房有大的改
观，使灾区社会面貌有大的变化。

皮西那乡村民吐尔逊·买买提家的
3 间老屋在地震中完全损毁，连日来，
他在院中不断清理着土砖和断木。皮
西那乡根据当地居民受灾情况，计划入
冬以前建设 1000 套安居富民房，目前
已开工100套，充分保障所有受灾群众
入冬前住进安居富民房。

文/新华社记者 于 涛

（新华社乌鲁木齐 7月 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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