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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体会生活辛“苦”
他立志要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二十世纪50年代，唐祥华出生在大竹
县月华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唐祥华的记
忆里，自己年少时，父母起早贪黑，风里来、
雨里去地辛勤劳作，但却入不敷出、生活非
常艰苦。体味到父母生活的辛苦，每每这
时，年幼的唐祥华就会暗暗地思索怎样才
能让和父母一样辛苦的农民过上好日子。

上初中时，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题目
是《我的理想》。同学们有的说长大后要当
军人、科学家、医生；有的说长大后要当教
师、工人、艺术家……然而，唐祥华却在作
文中写到：“我的理想就是要让农民过上好
日子！”

唐祥华的理想，让同为农家子弟出生
的语文老师颇为感动，欣然给唐祥华的作
文打了个满分。

“让农民过上好日子”，这也成为了唐
祥华一生追求的目标。

留乡创业尝尽辛“酸”
他帮助10万农民种植糯稻致富

为了实现“让农民过上好日子”这一目
标，中学毕业后，唐祥华放弃外出谋生的机
会，留在了家乡创业发展。

可留在家乡发展，出路在哪里？希望
在哪里？面对未来，唐祥华一片茫然。

醪糟，在大竹，人人皆知。据《大竹县
志》载：“甜酒亦以糯米酿成，和糟食用，故
名醪糟，以大竹城北东柳桥所出为最。”大
竹东柳醪糟酿造历史悠久，源于汉，盛于
今，已逾千年。

唐祥华的祖辈与醪糟有不解之缘。远
在400年前，唐氏醪糟就闻名遐迩，传至唐
祥华这一辈，已算第20代了。民以食为天，

“吃”，是人生第一大事。古训给了唐祥华
启迪：用祖传做醪糟的手艺，兴许还能找到
出路。家里糯米不够，他就用“工分粮”换
取别人的糯米；上面不准在月华卖，他就悄
悄背到十里路之外的东柳桥摆地摊销售。

二十世纪80年代，极有商业智慧头脑
的唐祥华邀约几个同伴，承包了濒临倒闭
的乡镇企业——月华饮料厂。他们抓住企
业生命攸关的环节——重质量、讲信誉，一
步一个脚印，将企业扭亏为盈。

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将濒临倒
闭的月华饮料厂带入正常发展轨道的唐祥
华看准了醪糟蕴藏的巨大商机，大胆组建
了四川东柳醪糟有限责任公司，决定开发
醪糟系列产品。

早年公司生产的醪糟，既不能保鲜，也
无法保质，销售的空间和时间非常有限。
为开发市场，唐祥华带领员工拼着一条命，
硬上！

厂里没钱租车，他们就自己开上拖拉
机，把产品运到几百公里之外的广元推销，
途中肚子饿了，就啃生红苕；为了给新产品
找销路，他们就肩挑背扛，硬是把用易拉罐
装的醪糟送到钓鱼台国宾馆，召开新闻发
布会；为给参加26届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
表团加油助威，他们包车送醪糟到北京，奉
献大竹人的一片爱心，受到国家体委的大
力表彰；为了产品保鲜，他们熬更守夜搞实
验，阻止罐装的醪糟肆意发酵……

伴随艰苦创业，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产

品也供不应求，如何满足企业日益增长的
原材料需求成为了公司急需解决的问题。
糯米是醪糟生产的主要原料，因此，唐祥华
决定，企业要以醪糟生产为龙头，带动附近
村民种植糯稻，形成产业化、规模化种植，
既满足企业生产的原材料需求，提高企业
效益，又增加农民的收入，实现脱贫目标。

此后的几年间，唐祥华先后在大竹的
月华、石河、文星等10个乡镇发展10万亩
糯稻种植基地，与基地内40个村、3.6万户、
10万余人签订了糯稻种植合同，免费给村
民提供糯稻种子和技术培训，并承诺在市
场价低于合同保护价时，就按合同保护价
收购，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害。

2006 年，大竹县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
旱灾，导致村民种植的糯稻颗粒不饱满、稻
谷质量下降，达不到合同收购的标准。不
收的话，农民辛苦一年卖不掉，必将遭受巨
大的经济损失；收的话，稻谷无法使用，公
司利益将受到重大损失。在这个艰难时
刻，唐祥华果断决定：按合同收购价收购不
合格的糯稻，让农民减产不减收。而唐祥
华的这一决定，却让公司亏损了 200 余万
元。

事后，唐祥华在公司大会上动情地说：
“在农民遇到天灾时，我们就应该站出来承
担责任，为他们排忧解难、分担风险，与他
们共患难、渡难关！”

如今，在唐祥华的带动下，糯稻产业已
经成为大竹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
大支柱产业。从糯稻种植中收获了效益，
当地农民都高兴地说：“醪糟架起致富桥，
糯稻成了摇钱树。”

在帮助农民种植糯稻致富的同时，唐
祥华还招聘公司附近的贫困群众40余人到
公司就地就近就业，让他们既能每天与家
人朝夕相处，又有经济来源，实现了“一人
上班，全家脱贫”。

唐祥华围绕“产业+就业”的帮扶思路，
创新“公司+基地+农户（贫困户）”的产业扶
贫模式，在大竹县乃至全省、全国，都成为
了扶贫领域的一段佳话。

2017年9月16日，在全国易地扶贫搬
迁现场会大竹现场，面对时任国务院副总
理汪洋的询问：“你为什么要在家乡办厂，
而不是到外地办厂”，已是四川东柳醪糟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的唐祥华动情地说：“总
理，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是这里的父老
乡亲养育了我，是这里的一草一木培育了
我，我要用我的微薄之力来回报家乡，让家
乡的农民都能过上好日子！”

唐祥华常说：“一个人，要有一种使命、
一种责任、一种精神，那就是历史使命、社
会责任、奉献精神。”

正是有这样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和奉
献精神，唐祥华除了助农增收致富外，他还
积极投身公益事业。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
是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唐祥华按照高标
准、高水平，投资1000余万元，对糯稻基地
进行科学规划，并对基地道路、水利设施建
设等给予补助，对糯稻基地内的村组道路
进行免费维修、硬化，对蓄水池、排水沟、引
水渠进行免费扩建和维护。为解决贫困群
众生产生活用水困难，唐祥华投资 280 万
元，安装两条共 9.5 公里的引水管道，解决
了月华场镇及沿线贫困群众饮水困难，满
足了月华镇九银村、玉皇庙村、光荣村、井
岗村、爱国村5000余亩的糯稻基地灌溉用
水，惠及350余户贫困群众。

唐祥华还积极扶危济困，回馈社会，以各
种形式累计为驻竹武警部队、消防救援队员、
敬老院、学校等捐赠醪糟产品3万余件、善款
355 万元；每年慰问糯稻基地 300 余户贫困
群众。2008年汶川大地震，他4次赴灾区捐
款（捐物折资）总计40万元；他先后为大竹县
欧家镇、万源市石窝镇 4000 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送去价值 40 万元的醪糟慰问品，2021
年“8·8洪灾”为大竹县庙坝镇长乐村捐资捐
物10万元。2022年7月向达州市慈善会爱
心捐款20000元，2022年9月向四川海外联
谊会捐赠 100000 元，2023 年 6 月向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捐赠 114880 元，2023 年 6 月
向月华中心小学捐款 10000 元。在三年疫
情期间，他先后向湖北武汉、孝感等地捐款捐
物累计200万元。四十年来，唐祥华以服务
社会，回报社会为己任，累计捐款捐物2000
余万元，为社会经济和谐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

产业布局增添辛“辣”
他带领公司实现一二三产业全链发展

如今，经过30余年的发展，四川东柳醪
糟有限公司从一罐小小的醪糟做成了大产
业，产品有醪糟、糯米粉、米酒、饮料等7个品
种80余个规格，年综合生产能力达10万吨，
年产值8亿元，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并出口加
拿大、荷兰、英国、香港等 30 余个国家和地
区。

唐祥华通过公司的醪糟生产，带动了周
边群众种植糯稻致富，实现了“二产带一产、
一产促二产”的产业链发展模式。但在唐祥
华的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要带
领公司发展第三产业，从而实现一二三产业
全链发展，也为公司产业发展增添一点辛

“辣”味道，让公司的发展像辣椒一样更加红
红火火。

沿着公司旁的园区道路驱车几分钟，来
到了中国醪糟之都广场，沿着十八坛香步梯
拾级而上来到“糯稻醪糟文化旅游博览中心”
极目远眺，那星罗棋布的村庄和一望无际的
糯稻园区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糯稻醪糟文化旅游博览中心由醪糟历史
文化博物馆、醪糟体验工坊、醪糟文化诗词长
廊、玉皇龙池等组成。博物馆内风车、石磨、
砻磨、米筛等古老的醪糟生产农具整齐地陈
列其中；在醪糟体验工坊内，游客可亲身体验
古法醪糟制作流程，深刻感受醪糟传统饮食
文化的独特魅力。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一、二、三产
业深度融合，促进产业联动发展，自2015年
以来，公司利用醪糟产业优势，规划建设东汉
醪糟旅游景区，并在景区规划打造了游客中
心、东汉城门楼、生态公园、游步道、观景台等
配套设施，大力推进农、工、旅融合，让园区变
景区、厂房变景点，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

同时，景区依托月华镇九银村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引导贫困户实施旅游扶贫，推动
产业振兴。

公司依托省级非物质遗产东柳醪糟酿制
技艺及省级五星级现代农业园区，整合醪糟
加工核心园、易地扶贫安置点、玉皇庙名胜文
化古迹、醪糟博物馆等资源，串珠成链、织链
成网、联网成片，成功创建达州市首家集工业
旅游、乡村旅游、文化旅游于一体的东汉醪糟
国家3A级旅游景区。成功举办了首届大型

“庆丰收、喜尝新、感党恩”丰收节、大竹首届
“赏百里油菜花海、品千年东汉醪糟”油菜花
节。景区面积 3.5 平方公里，年接待国内外
游客 15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2 亿
元。古韵月华和美乡村大美画卷徐徐展开，
呈现出一幅美丽乡村、幸福家园、人间乐园的
振兴图景。

辛勤付出换来甘“甜”
他意志坚定听党话跟党走

辛勤的付出，必定换来满满的收获。唐
祥华由于在脱贫攻坚和企业管理方面作出了
突出贡献，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并被

评为“中华优秀民营企业家”“全国乡镇企业
家”“全国食品工业科技进步先进管理工作
者”“全国食品工业科技进步先进科技带头
人”“全国创业之星”，获得“四川省脱贫攻坚
奉献奖”。

特别是在2021年5月25日举行的全国
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四川东柳醪糟有
限责任公司获得至高荣誉，捧回了“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集体”金灿灿的奖牌。唐祥华参加
总结表彰大会后回到公司的当晚，难掩激动
之情，欣然写下“党在我心中，我在党怀中”几
个大字，表达自己对党的感恩之情，也以此激
励自己为“三农”事业发展再创辉煌。

“党在我心中，我在党怀中”，是唐祥华一
生不变的情怀。唐祥华不是一名中国共产党
党员，但他知道，他现在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都是来自于党的领导，得益于党的好政策，他
就是一位躺在党的怀抱、沐浴着党的温暖长
大的孩子。

“是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时代、
伟大的人民成就了我，让我有了今天个人的
进步、事业的辉煌和公司的发展壮大，所以，
我要感恩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
时代、伟大的人民！”唐祥华动情地说。

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领导听了唐祥华
的发言后，询问他说：“你觉得你这一生做得
最好的事是什么？”唐祥华动情地答道：“我觉
得，我这一生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听党话、
跟党走’！”领导再次询问他：“那你觉得一生
中做得最不好的一件事又是什么？”唐祥华答
道：“我觉得，我这一生做得最不好的事情就
是‘与党对我的要求差距还很远’！”

唐祥华的回答，赢得了现场一片热烈的
掌声。是的，“听党话、跟党走”，就是唐祥华
一生最坚定的精神信仰和精神追求！

唐祥华对自己一生做人做事的准则进行
了思考和总结，那就是：做事讲规矩、生活有
规律、工作守规则。

“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唐祥华说，他一
生当中，讲的最大的规矩是政治规矩，也就是

“听党话、跟党走”，只有讲了这个规矩，我们
个人才会进步，事业才会发展；其次要讲的是
法律规矩，法律是一条“红线”，也是我们绝不
可以逾越的“底线”，只有讲了这个规矩，我们
的人生才会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唐祥华说，对于工作，他遵守的最大规则
就是诚信原则，也唯有遵守这个原则，我们的
工作才能顺利开展，企业才能发展壮大，从而
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其次要遵守的就是
服务原则，就是要服务好顾客，服务好社会，
只有搞好了服务，企业才能创造出更多更好
的社会效益，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双丰收”。

唐祥华的生活和工作，都非常有规律。
他每天的“生物闹钟”是凌晨 4：20 叫醒的。
起床后，他先泡上一个热水澡，然后穿上睡衣
在家里做一些简单的身体锻炼；锻炼结束后，
他穿上正装，整理好自己的仪容，然后走出家
门，坐车向公司驶去；早上6点钟，他成为全
公司最早一个到达公司上班的人。

到达办公室后，他把自己当天计划要做
的事列了出来，然后开始审阅各种工作报表，
了解公司当前的生产经营状况；早上8点钟，
他组织相关部门负责人准时召开工作例会，
对当天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例会结束后，他
又到公司的车间转一转，了解公司的产品生
产和销售情况；如果是糯稻种植季节，他还会
驱车前往公司的糯稻种植基地，到田间查看
糯稻长势。

上午9 点钟，在完成这些每天例行的工
作后，他才对照自己列出的当天工作计划，开
始处理其他工作。

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唐祥华幽默地总结
为“三间一室”，即房间、车间、田间、办公室。“这
个‘三间一室’虽然小，但却是我工作和生活的
大舞台。虽然我即将年满70岁，但我仍然有力
量、有信心在这个舞台上演绎出更加丰富的人
生精彩！”唐祥华坚定而自信地说。

一罐一罐““小醪糟小醪糟””里品人生里品人生““酸酸甜苦辣甜苦辣””味味
———记四川东柳醪糟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唐祥华—记四川东柳醪糟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唐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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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竹县月华镇，一家占地400余亩的大型民营企业四川东
柳醪糟有限责任公司就坐落这里，公司董事长就是唐祥华。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川东柳醪糟有限责任公司，从一罐“小醪
糟”的产业发展里，去品味唐祥华人生的“酸甜苦辣”味。

汤
圆
粉
生
产
线

汤
圆
粉
生
产
线
。。

刚
刚
下
线
的
醪
糟
产
品

刚
刚
下
线
的
醪
糟
产
品
。。

董
事
长
唐
祥
华
检
查
产
品
质
量

董
事
长
唐
祥
华
检
查
产
品
质
量
。。

俯
瞰
东
柳
醪
糟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厂
区

俯
瞰
东
柳
醪
糟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厂
区
。。

四海 达州人达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