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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沁
县人，能够服务家乡、建设家
乡，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带
领父老乡亲们一起增收致富，
我感到很荣幸，也很踏实。”近
日，山西惠而旺食品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宋俊鹏入选全省第
六批农村创业优秀带头人典型
案例后说。

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
沁县持续改善农村创业环境，
涌现出了许多充满创业激情、
富有奉献精神的创业带头人，
成为引领全县乡村产业发展的
重要力量。

沁州黄米醋的第七代传
承人、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宋俊
鹏 1991 年自办酿醋作坊，
2003 年注册沁州图形商标，
2011 年注册营业执照（沁县
老实酿造厂）并扩大生产规
模，2005 年企业被省政府评
为“产品质量信誉企业”，2016
年又成立山西惠而旺食品开
发有限公司，成为沁县唯一一
家以传统原生态工艺为主要
酿造方法生产沁州黄米醋的
食品企业。

一路走来，宋俊鹏被授予
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沁州黄米醋”传承人、山西
省劳动模范、杰出职业农民、乡
土拔尖人才称号。荣誉加身的
背后，是他三十多年老实做事、
良心酿造、诚信经营、用心传
承、责任担当的成果。

从事酿醋工艺30余年，宋
俊鹏一直致力于沁州黄米醋传
统手工酿造的发展，从没想过
要转行。当年，他的想法很简
单，既然学习了这门技术，就要
把它干好，把手艺传承下去。
而如今，粮食酿醋者越来越少，
他要把这门传统民间技艺传承
下去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

品质是企业生存之本。他
坚持用粮食做原料，坚守传统工
艺程序，确保每一滴沁州黄米醋
都能完美呈现其独特的香气与
风味。宋俊鹏始终相信，他的酿
造手艺传播的不仅是一种味道，
更是传达一种文化。

在保留传承传统工艺手工
酿造的同时，企业引入智能化
生产设备，提升生产效率，保障
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与稳定性。
他们严格把握各环节温度、时
间、加曲量等，从最初月产
1000斤，到现在月产1.5万斤，
让优质的米醋走进更多寻常百
姓的家庭。

以匠心精神打造精品，用
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实现
个人价值与企业发展的双赢。
公司在传承、创新老手艺的同
时，带动脱贫户通过就业及种
植沁州黄小米实现稳定脱贫。
吸纳20名脱贫户在公司打工，
人均年收入30000元；带动周
边800多户群众种植沁州黄小
米，每户均增加收入5000元左
右；沁州黄米醋非遗扶贫就业

工坊还吸收残疾人13人，人均
年收入在15000元以上；与农
户签订保价收购沁州黄小米合
同，直接带动周边500户贫困户
820人从事种植沁州黄小米，年
人均增收4000元；每年为漳源
镇12个村集体经济分红16万
元，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

“作为山西惠而旺食品开发
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和沁州黄米
醋的传承者，在创业的征途上，
我深刻体会到，成功的秘诀不仅
在于对古老工艺的虔诚守护，更
在于敢于突破、勇于创新的不懈
追求。”宋俊鹏深情地说。

在继承中创新，在改良中
发展。宋俊鹏结合沁州黄米醋
项目的特点，积极开展技艺创
作、技艺研究、产品生产等活
动，不断探索新的制作方法和

配方，提升沁州黄米醋的品质
和口感。同时，注重市场推广
和品牌建设，通过参加展会、建
立销售渠道等方式扩大沁州黄
米醋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
外，还建设了非遗展览馆，组织
开展了多次非遗传承实践活
动，如非遗体验活动、非遗进校
园、文化旅游节等，让更多的人
了解和参与到沁州黄米醋的传
承中来。2024年设计了新款
与沁县文旅融合为一体的文旅
产品，体现了沁县的人文历史，
并申请了专利。

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和社会
责任担当。宋俊鹏认为，一个
优秀的企业不仅要创造经济价
值，更要承担社会责任。

2014 年 11月，宋俊鹏个
人垫付50多万元在刘家沟移

民工程征地20多亩建设移民
新村，2018年村民已全部迁入
新房；连续18年个人出资为漳
源镇刘家沟村民发放面、油、
肉、醋，为老党员发放慰问品，
为贫困户缴纳意外保险，为学
校捐资助教，为贫困学生捐助
资金、发放奖学金……多年来，
宋俊鹏个人为社会捐赠总计
20余万元。哪里需要帮助，哪
里就有宋俊鹏的身影，让身处
困难的人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关
爱。他不仅是致富带头人，更
是心系群众、为群众办实事的
优秀企业人才，用实际行动助
力乡村振兴。

多年来，企业一直以老实
做事、良心酿造、诚信经营为创
业主线，逐步成为长治市甚至
全国范围内颇有影响力的沁州
黄米醋酿造企业。从个体经营
的小作坊，发展到供应全县人
民食用米醋的酿造厂，再到现
在生产多个品种、多级价位、多
种包装的醋业酿造公司，成为
长治市醋业的龙头，产品销售
到全国60%的省会、城市、乡
村，在广大消费者的心里树立
了良好的企业形象，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实现双丰收。

2023年沁州黄米醋非遗工
坊被山西省文旅厅评为“山西非
遗工坊典型案例”，同年企业被
评为上党老字号；2024年宋俊
鹏上榜全国首批乡村工匠名师
名单。

——记全省第六批农村创业优秀带头人宋俊鹏

匠心酿精品 矢志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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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淮海工业集团，有一支
班组名声响亮、成绩突出，先后
拿过“淮海工业集团优秀班组”

“兵器行业质量信得过班组”
“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等荣
誉。班组内，每个成员都在想
方设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生
产出力，为工作尽心。这就是
一分厂102班组。

刘凯：一双巧“手”

用做零件的方式来做一个
“鲁班锁”，是什么概念？在一
次创意大赛上，102组的刘凯
用机床和钢件实践了一次古代
工匠的“榫卯”结构。这次实践
不是单纯为了好看，刘凯想通
过其中的方法，练习自己的操
作技能，好在今后的工作中，更
加游刃有余地解决工作难题。

在一次生产过程中，刘凯
遇到四轴、五轴加工更换的问
题，他通宵达旦干了两天，通过
改善工装夹具成功突破了瓶

颈。刘凯说：“只要对工作好，
我都愿意去尝试。”正是这份心
劲儿，让刘凯很快成长为了“三
晋技术能手”。

温玉光：一张笨“嘴”

与刘凯一起拿到“三晋技
术能手”的，还有温玉光。问起
对工作的看法，作为副组长的
温玉光半天就说了一句话：“我
只想怎么能把活儿干好。”虽然
有些嘴“笨”，干起活来却灵巧
得很。温玉光不仅擅长多轴加
工及编程，而且还是复杂零件
的克星。不久前，在某重点零
件的生产中，温玉光发现传统
加工方式会对刀具产生较为严
重的磨损，他就分析零件结构，
和大家一起研究出了“多轴一
刀流加工法”，不仅提升了刀具
的寿命，而且还高标准地保证
了零件的质量。

张惠平：一双慧“眼”

张惠平是小组为数不多
的女职工。她的厉害之处在
于她有一双发现他人特长的
眼睛，还擅长归纳总结。大家
经常看见张惠平拿着本对班
前会进行记录，对各种问题进
行标注，这样可以留下资料，
方便大家提升和反思，提高工
作效率。与此同时，作为小组
宣传委员的张惠平，总是乐于
学习。在前段时间分厂组织
质量知识竞赛中，张惠平拿到
了第一名。在她看来，无论处
于什么阶段，都要保持一颗求
知的心，不断吸收新知识和信
息、扩展视野和思维，才能遇
见更好的自己。

江波：最强大“脑”

常见的机床是三轴、四轴、
五轴的，而江波的好伙伴是一
台车铣复合的九轴车。之所以
由他来操作，是因为他善于专
研多轴领域的加工难题，遇到

的问题越复杂，江波越开心。
前一阵子，在某重点零部件的
加工过程中，零件材料硬度较
高且薄壁，非常容易变形。江
波通过软件进行3D模拟，在反
复琢磨后，选择了最优的加工
方式，让工序更集中、效率更高
效。

吴非：用“心”树人

作为班组长，吴非一边致
力于专研、提升技术，一边统筹
小组生产、技术、安全、质量等
难题。面对任务急、零件多、结
构复杂等难题，吴非安排大家
进行“多能工”培训，让大家参
与到每个工种的生产中，实现
了“一人多能、一岗多人”的工
作状态。

与此同时，吴非还在班组
积极树立先进人物榜样，激励
成员全面发展，在小组内形成
竞先争优的良好氛围。在帮大
家进步的同时，吴非也没落下

自己，他设计的多个专用夹具
凭借大胆创新的工艺思路解决
了众多生产中的加工难题，还
拿到了两项实用新型专利。

杨兴隆：小组“灵魂”

杨兴隆既是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又是“中国兵
器杰出工匠”，还是102班组的
灵魂人物。他有一本自撰的
《多轴加工实战精粹》，图文并
茂、条理清晰、内容详尽。大家
对这本书的评价就是“一书在
手，数控不愁”。杨兴隆和他所
在大师工作室还为班组培养了
许多骨干成员。在某国家重点
项目中，杨兴隆带领徒弟发挥
集群效应，通过工艺改进、方法
提升，综合解决了各项难题。

102 班组，有巧手、有慧
眼、有善心、有强脑，他们以强
烈的主人翁意识，将产品质量
真正扎根于心中，为中国兵器
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是这么来的
——记淮海工业集团一分厂102班组

本报记者 韦婧 通讯员 晋爽

追梦奋进

宋俊鹏（左一）在车间指导米醋酿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