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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张岳飞）日前，记者从许昌图书馆
获悉，为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许昌图书馆根据年度工作
安 排 ，重 点 在 总 分 馆 建 设 上 下 功
夫，集中力量完成了总分馆集群模
块等建设项目，于 8 月 24 日实现许
昌图书馆中心馆与建安区、魏都区
图书馆总馆通借通还。

据了解，至此，我市中心城区
内许昌图书馆中心馆及 32 个智慧
阅读空间分馆、魏都区总馆及 6 个
分馆、建安区总馆及 20 个分馆之
间，读者证互通互用、图书通借通
还，惠及读者 100 余万人。许昌图
书馆通过最新科技成果在公共图
书馆领域的应用，有效解决了传统
图书馆辐射半径有限的问题；通过
集群式图书馆建设，致力打造覆盖
城乡的综合文献一体化保障体系，
打通全民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

提升图书馆配套服务效能和服务
覆盖率，方便读者阅读。许昌图书
馆总分馆建设致力于将许昌打造
成书香城市，增添许昌作为文化厚
重之城的魅力。

下一步，许昌图书馆将重点推
进与各县（市、区）图书馆的通借通
还，形成以许昌图书馆中心馆、各
县（市、区）图书馆总馆，各乡（镇、
街道办事处）文化站分馆，智慧阅
读空间、村（社区）农家书屋流通服
务点的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提
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实现公共图
书馆服务标准化、一体化发展，更
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许昌图书馆中心馆

与建安区、魏都区

图书馆总馆实现

通借通还

□本报记者 吕超峰
王增阳 文 /图

中医药文化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
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实践经验，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禹州市银梅
饮料有限公司生产的银梅可乐，正是
利用禹州市千年不衰的中医药文化而
打造的享誉中原的品牌饮料。

30 多年前，当 30 岁的汪英杰开始
担任原禹州市食品厂副厂长并负责银
梅可乐的研制开发时，他就有一个梦
想，希冀利用禹州厚重的中医药文化、
丰富的道地药材，将银梅可乐打造成
为 城 乡 百 姓 都 爱 喝 的 特 色 饮 料 。 如
今，银梅可乐更换瓶子包装，改进生产
线，积极开展推广活动，以更高的品质
开拓市场。

1970 年冬，年轻的汪英杰响应祖
国号召应征入伍，6 年后退伍回乡被分
配 到 禹 州 市 商 业 系 统 工 作 。 1984 年
春，汪英杰被任命为原禹州市食品厂
副厂长。当年，他作为厂里的代表，与
河南中医学院、郑州大学的教授合作，
决定研发一种新型饮料。

“作为禹州人，我从小就对中医药
文化情有独钟，对中草药的神奇疗效
充满了遐思。在银梅可乐研发初期，
我就开始考虑如何将禹州丰富的中草
药引入饮料的配方中，研发一种极具
中医药文化特色的饮料。这事说起来
容易做起来难。一个成熟品牌饮料的
配方，不仅要经过无数次的实验，还要
经得起消费者的检验，不是你说好喝
就 好 喝 ，而 是 大 家 说 好 喝 那 才 算 好
喝。”汪英杰说。

禹州的中医药发展史，可以追溯
到上古时期。黄帝、岐伯、雷公、大鸿
等都曾在禹州具茨山一带活动，轩辕
黄帝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黄
帝封雷公于禹州方山，托雷公之名的

《雷 公 炮 制 论》是 最 早 的 中 药 炮 制 专
著，后世尊雷公为“炮制之祖”。古代
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禹州一
带活动，“药王”孙思邈更是长期在禹
州行医采药，著书立说，不仅留下医学
百科全书《千金方》，还留下了“药不经

禹州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的佳话。
明朝周定王朱橚长期在这里采集中药
标本，著述《救荒本草》，又编撰《普济
方》，创下医方之最。早在春秋战国时
期，禹州已有区域性药材交易市场，元
朝成为药材汇集之区。直到明朝皇帝
朱元璋诏令全国药商集结禹州，这里
才真正成为全国中医药文化和中医药
经济中心，奠定了“药都”的历史地位。

禹州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
件，盛产药材 1000 余种，道地药材禹南
星、禹白芷、禹白附、豫西丹参已被列
入历代本草典籍，金银花、乌梅、丁香
等闻名遐迩。当年，在汪英杰的提议
下，科研组以金银花（二花）、乌梅、良
姜、丁香、蜂蜜、食糖、米醋等天然中药
材 和 食 材 为 原 料 ，经 过 反 复 试 验 、提
纯，终于确定了饮料的配方。这种饮
料气味芬芳，清爽可口，酸甜适中，药
香含蓄而沉稳，具有生津止渴、消除疲
劳、清热解毒、增进食欲等功效。产品
投放市场后，深受消费者欢迎。 银梅
可乐是按照国家饮料生产标准，运用
现代发酵工艺，对金银花、乌梅、良姜、
蜂蜜、米醋、丁香等天然原料，进行科
学提炼、精制加工而成的发酵型饮料
产品，开创了河南省发酵饮料之先河。

“银梅可乐的名字是我起的。”谈
起“银梅”，一切仿佛就在昨天，汪英杰
说，“银梅可乐取的是金银花的‘银’字
与乌梅的‘梅’字，之所以不要金银花
的金字，是怕那样太张扬、出风头，因
而‘要银舍金’，既好听又谦虚。”

2000 年秋，禹州市食品厂正式更
名为禹州市银梅饮料有限公司，汪英
杰担任董事长，公司搬迁到禹州市西
工业园区。经过改制的公司加快了发
展步伐，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有了配
方不等于万事大吉，就像包饺子，你知
道用什么原料，但原料如何搭配做出
来的饺子才好吃，还在于制作过程与
经验。”汪英杰说。为此，在银梅可乐
生产初期，他一直跟班生产，与员工一
起筛检、粉碎、浸泡中草药原料，培养
员工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提升他们
的文化素养，在企业内部逐步形成“弘
扬传统中医药文化，做老百姓喜爱的
饮料”的文化理念。

银梅可乐是许昌市的一个名牌饮
品，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以中草药为
主要原料的发酵型饮料，一直深受消
费者喜欢。“银梅可乐之所以能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没有大起大落，而且不
断稳步发展前行，一个主要的原因就
是这个品牌蕴含着深厚的中医药文化
内涵，并始终保持产品品质，而且经得
起时间与消费者的检验。”汪英杰说，
经专业检测机构测定，每 1L 银梅可乐
中含总皂（以人参皂苷 Re 计）20.8mg，
每 100mL 银梅可乐中含总黄酮 1.9mg、
含三萜（以齐墩果酸计）153g。该公司
集数十年生产实践经验、现代化的生
产设备和独特的工艺水平，确保了优
良的产品品质。

成为特色文化符号的商业品牌，
无一不是深具创新基因。银梅可乐也
不例外。从第一瓶可乐开始，“银梅”
就从未停止创新。从小玻璃瓶到大玻
璃瓶，再到树脂瓶、易拉罐问世，从三
轮车送货，到成长为符合现代物流跨
地市配送的商品，银梅可乐开启了崭
新的时代。为确保银梅可乐的品质，

该公司创建了河南省第一家“功能性
饮料科研中心”，引进了一批专业技术
人才，运用高新技术鉴定原材料，从源
头把控产品质量。 大手笔投入，创新
性 营 销 ，是 品 牌 实 力 与 信 心 的 彰 显 。
在消费者选择日益多样化的今天，酒
香也怕巷子深。近年来，该公司先后
在不同媒体上做广告宣传，并坚持参
加扶贫助学等公益活动。针对移动互
联 时 代 的 年 轻 群 体 ，该 公 司 推 出“文
化、健康、时尚”品字形发展战略，开启
创新营销模式，拉近了银梅可乐与年
轻人的距离。

的确，银梅可乐在众多饮料中还
算不上“大牌”，但它以卓越的品质、深
厚的文化内涵受到了许昌消费者的喜
爱。这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它体
现着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一
种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弘扬。

天高行健，地厚载物。谈起今后
的发展，汪英杰胸有成竹地说：“禹州
市银梅饮料有限公司作为‘药都’的唯
一一家饮料企业，以饮料为媒介，进一
步弘扬中医药文化，是企业今后发展

的源泉与动力。我们投资 4000 多万元
新建的 13000 平方米厂房已竣工，为公
司计划投资 1.5 亿多元建设银梅草本
茶生产线奠定了基础。目前，我们正
在与商家洽谈‘银梅草本茶’的生产设
备购买问题，商标注册已经进入公示
阶 段 ，注 册 成 功 后 将 投 入 试 生 产 、销
售，实现公司产品系列化、互补化。公
司还将恢复‘银梅米醋’的生产销售，
以弥补饮料市场淡旺季的影响，使公
司的发展更合理、更稳健。”

如今的禹州市银梅饮料有限公司
年产银梅系列饮料 10 万吨、纯净水 5
万吨，产品通过了 ISO9001：2008 国际
质量体系认证和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于 2003 年获得河南省第
一批国家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QS）
标志。该公司产品先后获得“全国农
产品优质产品”“河南省名牌产品”“河
南省受消费者喜爱的产品”“河南省特
色商品”称号，该公司被授予“河南省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河南省质量诚信
A 级工业企业”“许昌市农业产业化经
营重点龙头企业”“许昌市十佳单位”
等称号。银梅商标被评为“河南省著
名商标”，银梅可乐成为畅销许昌、享
誉中原的著名品牌饮料。

广受欢迎的银梅可乐背后，是禹
州悠久的中医药文化，而文化传承与
发展离不开学习钻研。凭借不朽的中
医药文化和当地深厚的中药材种植底
蕴，银梅可乐致力于成为许昌、河南乃
至中国的银梅可乐。

花草入喉自生津
——禹州市银梅饮料有限公司依托中医药文化塑造品牌侧记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李伟）8 月
20 日至 21 日，市文广旅局按照市委、市政府
出台的《结对帮扶淅川县工作方案》要求，组
织相关人员组成交流团，赴淅川开展许昌·
淅川旅游人才交流培训活动。

据 了 解 ，此 次 交 流 培 训 活 动 共 两 项 内
容：一是安排知名旅游专家、全国文化旅游
能人桂千红，花都温泉总经理张晓乐交流培
训；二是许昌文广旅系统新媒体联盟成员实
地采访。交流团先后深入淅川丹江大观苑
和香严寺等景区，面对面交流培训，手把手
传授经验，帮助淅川旅游管理服务人员提高
业务技能。淅川县丹江大观苑、香严寺等景
区负责人及从业人员约 100 人参加了交流培
训。许昌文广旅系统新媒体宣传联盟对淅
川县旅游资源进行集中采访宣传，加大淅川
旅游宣传力度，进一步优化许淅精品线路，
提升客源输送能力。

近年来，市文广旅局共为淅川培训旅游
从业人员 200 余人，举办旅游宣传推介会 3
场，向淅川输送游客 3 万余人。此次许昌·淅
川旅游人才交流培训活动，有效增强了淅川
现代旅游意识、市场意识和服务意识，进一
步强化了两地合作促进消费、优化精品线
路、增加客源输送能力，为推动淅川脱贫攻
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许昌·淅川

旅游人才交流

培训活动举办

近日，市民在市区某舞蹈教室练习基本功。近年来，随着生活质量
和幸福指数的提升，市民群众越来越重视精神层次的追求，舞蹈逐渐成
为深受市民喜爱的提升审美情趣、丰富生活的文化载体。 寇旭静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增阳 通讯员 苏根长）
日前，记者从市文化旅游部门获悉，全市文
化旅游系统坚持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守正
创新、培育特色，发挥文化旅游服务功能，实
施“四大工程”，助力我市精神文明建设。

据了解，围绕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全市
文化旅游系统积极实施“四大工程”。一是
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升工程，全面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2018 年我市以中部地区第
一名的成绩取得了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的资格。通过持续创建，目前全
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加完善，2441 个村

（社 区）综 合 性 文 化 服 务 中 心 达 标 率 达 到
91.7%，建设文化特色分馆 50 个，培训乡村文
化能人 3000 多人，打造文化特色亮点 10 余
个。在 2019 年度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绩效考核中，我市名列前茅。二是实施文
化惠民和文化志愿服务工程，不断丰富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目前全市文化旅游系统组
建文化志愿服务队 29 支，志愿服务人员共
1300 人。2019 年以来，市、县两级组织开展
文化活动 5000 多场，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500
余次，文明旅游宣传活动 30 余次；乡、村两级
开展文艺演出 4 万多场，惠及民众 270 多万
人次，逐步构建起覆盖城乡的 15 分钟文化
圈、阅读圈、志愿服务圈，群众文化获得感明
显增强。三是实施文化旅游提质工程，形成
宜居宜业宜游的良好环境。我市坚持 A 级
景区创建与品质提升并举，以打造三国文
化 、钧 瓷 文 化 、生 态 文 化 为 核 心 ，实 施“ 旅
游+”发展规划，培育特色旅游乡村 18 个，推
出精品旅游线路 10 多条，建成“许昌文旅云”
消费服务平台，不断提升许昌文化旅游品牌
形象、许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四是实施优
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工程，助推文明城市建
设。我市依托文物资源开发景区景点 30 多
处、建成博物馆（纪念馆）7 家，发挥了文博场
馆重要的宣传、教育、服务功能；强化非遗保
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每年组织非遗宣传展示
活动 30 场以上，展示了许昌丰富厚重的历史
文化，弘扬了“诚信、包容、开放、创新”的许
昌精神，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文明
的融合发展。

市文化旅游系统

积极助力我市

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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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学和书画院书画名家作品赏析（一）

编者按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在许昌各项事业焕发出勃勃生机的新时期，我市于 2019年决定
组建许昌市文学和书画院。该院的成立，是我市文学书画界的一个里程碑，在许昌文艺事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为许昌文艺事业迈上一个崭新台阶打下了坚实基础。市文学和书画院致力立足本土，着眼未来，讲好
许昌故事，展现许昌形象，不断加强与文学书画工作者的联系与交流，培育文艺人才，砥砺文艺精品，为更好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推动许昌文艺事业繁荣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即日起，本版将连续选登市文学和书画院书画名家精品佳作，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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