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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刚从齐鲁工业大学生物
工程专业毕业的陈燊君，怀揣着梦想
加入了琅琊台集团。
　　入职之初，陈燊君被安排到集团
旗下的科海生物有限公司从事发酵
生产工作。这段经历虽未直接接触白
酒，却让他对微生物发酵的奥妙有了
初步认知。
　　一年后，陈燊君进入白酒培菌班
组。“在这里，我遇到了人生中重要的
引路人——— 琅琊酿酒工艺第五代非
遗传承人、青岛琅琊台集团总工程师
晁进福。”陈燊君说。
　　在晁进福的悉心指导下，陈燊君
对酿酒工艺有了更深刻的体悟。“晁
工手把手传授我鉴别窖泥‘五色六
味’的技巧，从窖池的精心养护到蒸
馏摘酒的微妙掌控，每个环节都关乎
这一锅酒的品质。”陈燊君说，车间
里，那些使用了数十年的老窖池，蕴
藏着来自海洋的独有菌种，这是琅琊
台酒独特风味的灵魂密码之一。
　　记者在陈燊君的带领下在酿酒
车间参观，恰逢一锅原酒新鲜出炉。
陈燊君精准地“掐头去尾”，分段“摘
酒”，将其按品质分为A至E五个等级。

陈燊君从桶中舀出少许递来，记者轻
抿一口，只感觉清冽甘甜、绵柔 醇
香——— 正是这令人心醉神迷的味道，
让陈燊君下定决心守护与传承。

　　2008年，陈燊君在晁进福的指导
下，开始系统钻研酿酒微生物培养、
窖池保养等核心工艺。
　　陈燊君锐意创新，通过筛选和培
育功能菌菌种，提出成套筛选、培养
及检验方法。这些创新技术应用于窖
池维护后，显著提升了窖泥活性。这
种对微生物资源的深入研究和应用
能力，也是琅琊台集团向海洋健康食
品、合成生物制品领域拓展所依赖的
重要技术优势。
　　2009年，陈燊君转岗技术工艺处
后，便开始全面参与原辅料验收、制
曲、基酒储存等关键环节管理。在公
司 团 队 的 共 同 努 力 下 ，他 修 订
ISO9001、主导编制HACCP体系文
件，为企业标准化生产筑牢了根基。
　　在工艺革新方面，在晁进福的指
导下，陈燊君主持修订和编制了超高
度、超低度、淡雅型琅琊台酒等多项
产品标准并推动备案实施，有力促进
了公司产品差异化发展。

　　2016年，在晁进福带领下，陈燊

君与团队成员向琅琊香型白酒发起
攻关。他们精心设计原料配方与大曲
配比，制定标准化操作手册，最终成
功研发出“复合香突出、酒体醇厚丰
满”的琅琊香型白酒。同步攻克的高
温曲质量不稳定难题，通过选育高温
细菌优化制曲工艺，为高品质琅琊香
型白酒的稳定量产铺平了道路。
　　2020年，陈燊君参与酱香型白酒
扩产项目，与团队成员一起改进酿造
工艺。“润料工艺改进后，使基础酒产
量提升10%，优级品率提高12%，实现
了产能与品质双重飞跃。”陈燊君说。
　　17年时间里，陈燊君坚持技艺传
承，培养了大批酿酒技术骨干，所带
徒弟多人获得“青岛市白酒酿造工工
种状元”“技术能手”等称号。其工作
成果涵盖工艺创新、质量管控、成本
优化及人才培养，彰显非遗技艺活态
传承与现代生产的高效融合。
　　从初识“五色六味”的学徒到非
遗传承人，陈燊君的每一步都印证
着：真正的传承，在于以敬畏之心守
护千年酒脉，更在于以创新之魂开辟
崭新境界。

守一份匠心，酿一段传承

　　□文/图 本报记者 董梅雪

　　日前，西海岸新区第七批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名单揭晓，青岛琅琊台集
团酿酒师陈燊君榜上有名。
　　走进琅琊台集团，那股在
山海间传承的独特酒香，是陈
燊君十七载匠心耕耘的无声见
证。十七年来，陈燊君从一名刚
毕业的大学生成长为琅琊酿酒
工艺非遗传承人，他的工作成
果涵盖工艺创新、质量管控、成
本优化及人才培养等各个方
面，促进琅琊台酒在传承中创
新、在创新中发展，让传承千年
的酿酒技艺绽放新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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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创新辟新境

（上接第一版）精准推进失业人员再
就业，建立2116名失业人员“一对
一”就业帮扶台账，实现“12333”式
服务率达100%，有效降低失业人员
存量。今年以来，街道已办理失业登
记2603人，发放失业金6050人次、
1198万余元。街道还聚焦“四精服
务”（即精准摸排，掌握人员底数；精
确分类，合理设置岗位；精心培训，
增强履职能力；精细管理，规范公益
岗队伍），全力做好城乡公益性岗位
开发工作，累计帮助446名生活困难
群 众 通 过 城 乡 公 益 性 岗 位 实 现
就业。

　　为了给辖区居民提供全方位、
多层次的就业创业保障，助力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灵山卫街道以“政
策激励+技能赋能+金融破题+服务
护航”四维联动模式，全面推进就业
创业服务体系建设。 
　　灵山卫街道以技能培训赋能就
业创业，紧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开
设短视频制作、AI绘画等特色课程，
累计培训520余人次。特别是针对数
字 标 注 员 这 一 新 兴 职 业 ，举 办

“AI•卫青年 数智未来——— 数字标
注员技能培训”，有效提升青年群体
就业创业能力，为辖区数字经济发
展储备人才力量。
　　为切实减轻创业者和就业者负
担，灵山卫街道联合区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举办“喵小创贷你创业”

“西创赢——— 创业金融对接服务沙
龙”等主题活动5场，为300余名企业
群众宣讲新区就业创业政策。同时，
搭建政企银沟通平台，举办企业家

座谈会，为70余家企业详细介绍减
税降费、金融支撑、投资融资等惠企
政策，将企业的“问题清单”转化为
政府的“服务清单”。今年上半年，街
道为69家企业发放一次性创业补
贴、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
会保险补贴73.8万元，发放灵活就
业保险补贴2386人次、117.32万元，
创业补贴到位率100%。
　　值得一提的是，为打造安全规
范的创业就业环境，全力护航夜经
济蓬勃发展，灵山卫街道还全面升
级街区基础设施，整合执法、社区等
力量开展联合巡防，聚力打造“安全
夜市”“整洁夜市”。
　　灵山卫街道通过一系列创新举
措，逐步构建起全方位就业创业服
务体系，不仅为辖区居民提供了多
元化就业创业机会，也为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服务创新<<
四维联动全方位保障就业

（上接第一版）市政固废低碳高效能源化
利用关键技术与应用”同样获得科技进
步一等奖。该项目开发了静脉产业园低碳
协同高效能源化创新模式，形成了绿色
低碳协同高效能源化利用的技术体系，
并在新区静脉产业园首次应用示范。
　　下一步，区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将
进一步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建强转化主体，建好转化生态，加速科技
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上接第一版）交流平台和海上丝绸之路
的人文枢纽。
　　下一步，琅琊台将持续深挖徐福东
渡精神，打造全球华侨精神文化地标；创
新开展海内外侨胞文化交流活动，传承
弘扬琅琊文化，深化华侨文化传承，讲好
中国故事、山东故事，搭建中外文明互鉴
桥梁，为弘扬中华文化、展现青岛风采贡
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