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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强

通讯员/曾昭弘 摄影报道）1月

12日，记者从九江镇文化发展

中心获悉，该中心根据省“两中

心融合”试点（游客服务中心、文

化服务中心）建设标准，已完成

了吴家大院游客服务中心的全

面升级工作，进一步提升游客对

吴家大院的感观。

走进吴家大院游客服务中

心，让人眼前一亮。墙面新绘上

的涂鸦融合了九江本地的景点、

文化、文创产品，清新又可爱；添

置的休闲桌椅、留言吧台、花草

绿植等，为游客提供一个更舒适

的问询、休息空间；还有爱心雨

具、轮椅、婴儿车、充电宝等便民

服务租借区，贴心又便民……

记者在吴家大院游客服务

中心还看到中国邮政等字眼，这

是该中心与邮政合作增设的“侨

乡记忆主题邮局”，游客可在游

客服务中心购买九江各景点风

景照明信片与吉祥物形象邮票，

填写内容后，即可在游客服务中

心专设的邮箱直接寄出。

此外，吴家大院游客服务

中心还增设文创产品展柜，摆放

了吴家大院迷你“镬耳屋”模型、

可爱的九江吉祥物“小龙”等相

关文创产品。据悉，文创产品展

示区还计划招商并引入第三方

开发设计更多九江本土文创产

品。

除了硬件不断完善，在服

务运营上，记者了解到，除原有

的导赏讲解服务外，还增加了公

共文体活动场室预约、文体社团

咨询、文体活动报名、文体活动

门票领取等服务，并设置了海报

及宣传展架，及时

公示文体活动及相

关文化信息。

同时，游客服务

中心购置了电视机及

制作了宣传推介视频，让

游客通过视频深入了解九江

历史文化及公共服务发展情况。

“改造后的吴家大院游客

服务中心很不错，这些文创产品

很可爱！特别是侨乡记忆主题

邮局，可以直接邮寄九江旅游景

点明信片。”游客邹小姐说。

九江镇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徐雅表示，希望通过融合旅游服

务、公共文化服务、文创产品展

示、主题邮局服务，提升游客服

务中心的整体环境，完善便民服

务设施。让游客既可享受景区

服务，又能体验优质文化服务。

“希望通过系列建设，让游

客服务中心成为集旅游导赏服

务、便民服务、公共文化服务、本

地书刊阅览、文创产品展示、特

色邮寄服务的服务咨询休闲中

心。”徐雅说，未来，吴家大院游

客服务中心还计划增设母婴室、

公共文体活动场室互动屏幕等，

继续完善游客服务中心便民设

施，增设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强

通讯员/施玉辉 摄影报道）近

日，九江镇教育发展中心开展

“儒乡游学·崇文尚德”青年教

师游学活动，组织近90名青年

教师到九江代表景点游玩，增

强他们对九江的归属感，更好

助推“儒乡教育，立品创先”品

牌创建。

“一入烟桥，必行正道”是

烟桥古村里口口相传的一句

话。游学首站是烟桥古村，教

师们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烟

桥”古址、何氏宗祠，走过“烟桥

正道”，体验“行正道、树正气、

做正事”的做人真谛。在这里，

教师们深深感受到烟桥村浓厚

的求学氛围和正道精神。

在朱九江纪念公园，2017

年佛山市和南海区百姓学习之

星区伟洛为教师们讲述九江的

人文历史以及岭南大儒朱九江

先生的故事。他着重讲述了朱

九江的为人之道、为学之道、为

官之道，通过一系列的故事勉

励青年教师们做一个“行高尚

德，知行合一”的教师，将九江

儒林的教育文化传承下去。

而在“远航九江”社区教育

基地，在导游的带领下，教师们

了解到九江双蒸的发展历史，

见证了双蒸酒的制作工艺。随

后，教师们还聆听了酿酒大师

崔汉彬“以工匠精神追求卓越”

的主题讲座。崔汉彬以“平凡

人生，每步尽力，相信奇迹”总

结他的工作经历，鼓励教师们

一定要尽本分，做一个专业敬

业，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工

匠型教师”。

在分享会上，大家交流本

次活动的收获和心得体会，认

为本次活动有意义，大家对九

江和九江文化都有了新的认

识，在今后的工作将会继续传

承“正道精神”，践行“工匠精

神”，弘扬“儒林文化”，为九江

教育事业奉献力量。

近年来，九江镇教育事业

发展迅速，吸引了越来越多充

满活力与热情的青年教师前来

任教。九江镇教育发展中心有

关负责人表示，为了让新入职

教师更好地了解九江“儒林文

化”和特色教育基地，进一步强

化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助推“儒

乡教育，立品创先”，九江将联

合成人学校为青年教师组织更

多教研学习活动，助推青年教

师成长。

青年教师游九江
感悟儒林文化

“儒乡游学·崇文尚德”青年教师游学活动举行

广东省劳动模范、广东省九江酒厂有限公司高级勾调师刘新益：

坚守二十年 酿好每口酒
1月12日，记者来到广东省九江酒

厂有限公司（下称“九江酒厂”），一股浓

郁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款酒的主要原

料只有大米和水，试想中国有那么多种

大米，如果每一种米都酿出不同口感的

酒，就能最大限度保证定制品质和个性

化，保持新鲜的口感。”广东省劳动模

范、广东省九江酒厂有限公司高级勾调

师刘新益拿起新产品鱼花竹系列向记

者介绍。作为白酒国家级评委，他只需

尝一口就能分辨出酒的香型、品类和发

酵技艺等。

2020年中国酒类品牌价值200强

报告显示，九江酒厂以134.56亿元的

品牌价值，位列中国米酒类品牌价值第

一名。这离不开刘新益和同事申报建

立的劳模创新工作室的传承与努力。

九江吴家大院游客服务中心完成升级

新增主题邮局
上新文创产品

▲九江吴家大院游客服务中心全面升级。

▲迷你“镬耳屋”模型。

■青年教师在听区伟洛讲述朱九江先生的事迹。

刘新益从事白酒钻研酿造技艺近二十年，

成果丰硕，屡获国家级、省级技能大赛奖励，积

累了丰富的白酒酿造技艺教学、生产、传承与

创新、研发方面的经验。

为了在更高的平台上实现自身酿造技艺

的升华，实现浓香型白酒酿造技能的更大范

围、更高层次的传承，2013年，刘新益和全国劳

动模范崔汉彬申报、建设成立了“崔汉彬刘新

益劳模创新工作室”。

劳模创新工作室创建以来，一直以建设一

流培养基地，吸纳一流的师资队伍，构建一流

的培养模式，培养一流的技能人才为目标，刘

新益和同事制定了培训学员奖励方案和工作

制度，方便学员和教师之间的沟通交流，实现

了培训资源共享。

经过几年的发展，九江酒厂先后培养出

1位全国劳模、1位广东省劳模、3位省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和1位南海区劳模，“崔汉斌刘新

益劳模创新工作室”也改名为“九江酒厂劳模

创新工作室”。

2020年中国酒类品牌价值200强报告显

示，九江酒厂以134.56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

中国米酒类品牌价值第一名。这离不开九江

酒厂劳模创新工作室的传承与努力。

作为九江双蒸第十七代非遗传承人，刘新

益始终坚定不渝地把理想信念定格在酿酒事

业上，深钻业务、不断学习、不断总结、无私奉

献，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炽热的激情投入

工作，用忠诚与精湛技术精心培育出了一批善

于学习、善于总结、工作扎实、创新意识强的复

合型人才。

文/珠江时报记者何万里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注重技艺传承
培养非遗传承人

自2001年7月进入九江酒厂

工作以来，刘新益一直从事新产

品研发工作，凭着精湛技艺和专

业技术，发现了很多影响白酒质

量的微量成分比例关系，为九江

酒厂醇产品风格定性和企业发展

壮大作出了突出贡献。入职20年

来先后负责参与研发豉香型白酒

新产品、米香型白酒新产品、兼香

型白酒新产品、浓香型白酒新产

品、黄酒新产品、果酒新产品、露

酒新产品等二十多种新产品开发

并成功上市。

刘新益与团队成员一起通过

研究和技术改进，历经一年的试

验，控制温度参数，克服了粤宴基

酒杂醇油控制难题，根据一年四季

温度不同控制不同酒曲、糖化和发

酵温度参数，使粤宴酒品质有了质

的飞跃，对酒体香味的呈现和酒体

品质起到重大作用。

“整个酿酒过程其实是一个很

复杂的工艺，可能大家看起来很简

单，其实里面反应变量非常多，像

我们米香型白酒目前测算技术有

600多种化合物，反应、催化、微生

物代谢，那些物质就有600多种。”

刘新益说，“不是说换个包装就是

新品了，我们会做出其他香型的

酒，和原来的风格与工艺完全不

同。”就像是花了十几年研发与完

善的“粤宴”，研发团队要想符合年

轻人的口味与习惯，就要从源头上

改变工艺。

白酒酿造工艺虽是一项传统

工艺，但坚守陈旧思维只能逐步消

耗品牌价值。在刘新益看来，工匠

精神传承下来的不仅是“每天品酒

过百次”的经验与坚持，更要在传

承上不断创新，更符合时代的需

求，“匠人代代相传，每一代人都有

所进步。”

坚持技术创新 不断攻克难题

■刘新益（右）和同事在品基酒。

■刘新益获得“广东省劳动模范”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