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0日，青岛啤酒以“传承百廿匠心 共

创美好未来”为主题，举行第45届“提高质量

纪念日”大会。青岛啤酒在成立120周年之际，

以一场守正创新的纪念活动，进一步推动质量

强企做深做实，持续增强企业质量竞争力和百

廿品牌发展能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专心致“质”

以“质量强企”推动高质量发展

活动当天，具有120年历史的青岛啤酒厂，

麦香氤氲、誓言铿锵。青岛啤酒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黄克兴，党委副书记、总裁姜宗祥

分别作主题讲话，员工代表通过《守匠心 敬

百廿 启新篇》主题朗诵、质量誓词宣誓等仪

式进一步凝聚质量强企共识。青岛啤酒还同步

启动2023“百廿青啤匠心文化”节暨“匠心圆

梦 技能成才”主题活动，对支撑质量发展的

技能人才进行表彰并聘任技能专家，举行“名

师带高徒”签约仪式，为质量强企提供不竭动

力。会上，“让爱新鲜常伴”青岛啤酒原浆尝

鲜季也正式启动，让消费者从魅力感知质量的

代表产品中，零距离感受百廿青啤的匠心传承

和魅力质量。

“青啤伟业，质量为基；好人好酒，薪火

传承；恪守诚信，守正出新……”当青岛啤酒

公司副总裁兼制造总裁、总酿酒师徐楠带领生

产制造、质量控制、科研开发、市场营销、智

慧供应链、时尚文旅等魅力感知质量全链条的

员工代表，以掷地有声的质量宣誓，再次凝聚

起了青岛啤酒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和魅力感知

质量全过程的匠心坚守。

庄重的宣誓是百廿初心的共勉，也是与时

代的共振。

120年来，青岛啤酒把质量工作作为一项基

础性、长期性、全局性、战略性任务来抓，从

卫生第一、质量第一，到高精严细，再到基础

质量、特色质量、魅力质量、魅力感知质量，

青岛啤酒对质量的认识不断升华。

数字化时代日新月异，作为质量创新发展

的主力军，企业如何找到高质量发展“质量解

码”的钥匙？

聚力为消费者创造出高品质、超预期的好

产品，“青岛啤酒基于数字化端到端解码的魅

力感知质量管理模式”以产品硬要素系统化打

造和服务软要素沉浸式体验为主线，建立全过

程的质量管理，充分满足和引领消费者需求，

助推青岛啤酒各项经营指标节节攀升，经营业

绩屡创历史新高。

“质”存高远

“匠星”闪耀筑牢百廿青啤质量根基

一杯好啤酒，蕴藏百年酿造工艺，更饱含

着酿酒人的满腔热情与执着匠心，是工匠的精

益求精，夯筑着百廿青啤的发展根基。

活动当天，青岛啤酒启动了2023“百廿青

啤匠心文化”节暨“匠心圆梦 技能成才”主

题活动，青岛啤酒第九届技能大赛冠军和全

国、省市各级技能竞赛的获奖选手成为活动上

闪耀的明星。

他们个个技艺精湛，有的从玩转一个机

台到成为整条生产线的“全线通”，有的拥

抱智能制造新时代，加速转型成为智能装备

维修工程师，有的对全球啤酒风格熟稔于

心，每一步打酒操作按秒、按厘米等标准计

量……青啤“匠星”阵容囊括了酿造工、装

酒工、质检员、侍酒师、销售业务代表等各

个工种，从传统的产品研发、制造到营销，

并扩充到供应链、现代服务业，一支专业素

质过硬、年龄结构合理、适应新时代要求的

质量人才队伍为青岛啤酒加快建设以质量为

支撑的世界一流企业提供了不竭动力。截至
目前，青岛啤酒拥有5位中国酿酒大师，占行
业近一半。有51人被聘为国家级啤酒评委，
占全国总数的45%，居行业首位；2022年品酒
师团队在行业最高赛事“全国啤酒品酒职业
技能竞赛”中蝉联冠军，勇夺季军，前50名
中占据25席。

为匠心传承搭建快车道，推动全员质量
提升进一步走深走实，青岛啤酒启动“名师
带高徒”签约仪式，来自智能装备维修、酿
造、包装、动力运行等多个工种的青岛啤酒
特级技师、大工匠，与徒弟签订师徒协议。

“质量的铸就，环环相扣，我们将积极探
索师徒传承模式，使青岛啤酒的‘好人酿好
酒’百年世训得以更好地传承、创新和发
展。”山东省首批技术技能大师、青岛大工匠
李延丰带领公司智能装备维修专家团队，已经
主持编写了青啤公司独有的智能装备维修培训
教材14套，培养骨干200余人，他对新机制的探
索更是满怀信心。

“质”造惊喜

邀您零距离体验青啤原浆魅力

质量月活动上，青岛啤酒启动了“让爱新

鲜常伴”青岛啤酒原浆尝鲜季活动。

“青岛啤酒原浆如同刚摘下来的水果一般

新鲜。”消费者代表石女士和朋友们在青岛啤

酒中山路壹号传奇CLUB不仅品尝了地道的原

浆，还在青岛啤酒酿酒师、啤酒侍酒师的带领

下，从原浆鲜活醇厚的舌尖体验到时尚的沉浸

式消费场景、专酒专杯的品鉴文化……沉浸式

感受到了原浆啤酒的魅力，并全面了解到了原

浆啤酒背后的“质”造底蕴。

青岛啤酒原浆酿酒师冉燃介绍，青岛啤

酒原浆在生产过程中严格遵守“三不”原

则：不过滤——— 富含酵母，酒体自然浑浊，

营养更加丰富；不稀释——— 麦香浓郁，酒体

醇厚，回味悠久；不杀菌——— 瞬时锁定新鲜

美味，口感鲜活，被誉为啤酒家族中的超级

液体面包。由于这种特殊的工艺，使得原浆

啤酒具有口感浓厚，泡沫更洁白细腻；酒液

鲜嫩、麦芽和酒花香味浓郁；富含酵母、营

养丰富等特点。

百廿青啤风华正茂的根基就是“质量”，

就是一代代青啤人传承匠心、守正创新。站在

百廿青啤的新起点上，青啤人以高度的责任

感、使命感和实干精神，不断提高质量管理的

能力与水平，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进一步

夯实巩固青啤质量竞争优势，推动百廿青啤高

质量发展。

青岛啤酒：百廿匠心筑牢质量之基 传承创新共创美好未来

青啤举行第45届“提高质量纪念日”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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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姗姗 贾鲁松

为提升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米”，2021年以来，我省全力推进乡
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建设，打造“一米阳光
 社工同行”社会工作发展品牌，有效将为民
服务沉在基层、落到一线，向人民群众传递党
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在在福福彩彩公公益益金金等等资资金金的的
大大力力支支持持下下，，全省1825个乡镇（街道）已全部
建立社会工作站，提前近3年完成民政部要求
“十四五”末实现全覆盖的目标。

强力推动

使星星之火燃遍齐鲁大地

聚力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我省围绕社
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与人才激励保障、“四社
联动”机制建立、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培育发展、“齐鲁和谐使者”
选拔管理等诸多方面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
件，初步建立了综合政策引领、专项政策配
套、地方政策支撑的政策制度体系，培养了一
支数量超过10万、素质优良、朝气蓬勃的专业
人才队伍，为推动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建
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根据民政部安排部署，2021年7月，省民政
厅联合省财政厅印发《山东省乡镇（街道）社
会工作站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开启了强力推
动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建设、完善社会工
作服务网络、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新征
程。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建设相继列入山
东“十四五”人才发展规划、“十四五”山东
民政工作发展规划、2022年省委一号文件、
2023年省政府工作报告，在乡村振兴、基层治
理体系建设等领域重要文件中均对社会工作站
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从宏观政策层面引领社
会工作站快速发展。

全省各级民政及相关部门迅速行动，主动
作为，及时制订了符合本地实际的建设推动方
案，积极争取福彩公益金等资金支持助力社会
工作服务项目，统筹安排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
金和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创新联动慈善资源，
建立了稳定可持续的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累
计投入各类资金1.8亿元，形成了省市县三级联
动、同级相关部门左右衔接的工作格局，推动
社会工作站建设行稳致远。从2021年部署启动
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建设，到如今的“全

覆盖”，我省只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

微芒成炬

用专业服务温暖服务对象的生命之路

社会工作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其助人自助
的专业性。一直以来，我省始终将人才队伍
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依托大专院校开展专业
教育，全省开设社会工作专业院校24所，每
年培养毕业生1700人以上。深化政校协作，建
立6个省级培训基地，每年培训社会工作从业
人员达3万余人次。在民政、青少年事务、禁
毒戒毒、卫生健康等相关领域开发设置社会
工作岗位超过1.5万个，有力拓展了社工专业
人才的职业空间。截至2022年底，全省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已达到11.16万人，形成了初中高
级相衔接的社会工作人才梯队。此外，我省
持续深化打造“齐鲁和谐使者”社会工作高
层次人才品牌，共有635名优秀社会工作者获
此殊荣，成为领航齐鲁社工人才队伍发展的
亮丽名片。

建设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不仅要有
力度，还要有温度，既要“建得起”，还要
“用得好”，专业性始终是影响作用发挥的最
关键因素。我省坚持在人才使用中培养人才，
按照每月初级不少于100元、中级不少于200元、
高级不少于300元的标准发放职业津贴，激励相
关人员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水平考
试；搭建省市县“三级联动”学习培训平台，
实现三级培训资源线上共享，培训驻站社会工

作者1.8万人次；组建省级专业督导团队连续两
年对900余个社会工作站开展督导服务，有力提
升了驻站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服务水平。

两年来，广大驻站社会工作者牢记职责使
命，秉承“助人自助”理念，聚焦社会救助、
养老服务、儿童福利等重点领域，面向低保对
象、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难老年人等
特殊困难群体，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行为矫
治、社会融入等专业社工服务，让兜底民生服
务从“兜得住”向“兜得好”转变，从单纯的
物质救助向精神、心理等全方位服务转变，提
升了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质量，传递着党和
政府的温暖。截至目前，全省乡镇（街道）社
会工作站累计吸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5100余
人，为98.49万人次提供了专业社会工作服务，
使人民群众生活更有温情、更有品质、更有
尊严。

沐光而行

奋力攀登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新高度

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建设探索了社会
工作参与民生服务的有效路径，建立了基层社
会治理的平台载体，促进了资源有效整合，较
好地满足了群众心理服务需求。从2022年下半
年开始，我省及时将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
的建设重点从“量的覆盖”转移到“质的提
升”上来，着力抓好社会工作站提质增效，在
全省部署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示范点创建
活动，先行打造100个左右的优秀示范站点，

带动全省社会工作站提档升级；持续深化“五
社联动”机制，全面推行“社会工作＋志愿服
务”工作模式，探索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
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双站融合”，实现资源
共享、联动互促、文明共建，以最大力度换取
“最后一米”的“最暖温度”。

同时，全省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符合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满足群众服务需求、具有地域特色的
社会工作站发展路径，提升社会工作站的专业
化、规范化水平。如济南市探索建立政策、需
求和服务“三张清单”，完善市、区、街道、
村四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创新打造了具有省
会特色的“民政服务+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青岛市指导各区（市）加强和规范社会工作站
建设及运营，明晰职责任务、运行机制、服务
清单、管理制度等规范内容，涌现出“泊心归
里”“萤火计划”等社会工作站服务品牌；潍
坊市以“标准化实施、规范化运作、专业化发
展”为抓手高标准建设社会工作站，以“社工站
+救助、养老、儿童、志愿、慈善”为重点全面
提升社会工作站服务效能；滨州市积极联动慈
善资源，在全省率先将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
加挂“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点”牌子。

乡镇（街道）百分百全覆盖，只是一个
新起点，夯实以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为
基础的全省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任重而道远。
未来，省民政厅将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落实山东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
划，聚焦聚力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提质
增效，用专业化社会工作服务打造群众身边
的“幸福加油站”！

“一米阳光 社工同行”彰显“民政温度”
——— 我省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实现百分百全覆盖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福彩公益金

发挥重要作用

□肖遥遥

建设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以下简

称“社工站”），是提升基层民政服务能

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的有效路

径，也是社会工作服务民生保障的前沿阵

地。在福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下，我省1825

个乡镇（街道）已全部建立社工站。

2021年以来，省本级连续两年使用60余

万元福彩公益金购买社工站督导项目，完成

对900余个社工站的督导服务，有效提升了

社工站专业服务水平。2022年，潍坊市安排

市级福彩公益金800万元，推动全市135个乡

镇（街道）提前实现社工站全覆盖目标；滨

州市统筹市级福彩公益金90万元用于购买社

会工作服务项目；青岛、淄博、东营、烟

台、潍坊等市社工站建设也得到福彩公益金

的有力支持。越来越多社会工作者的身影活

跃在基层一线，他们以社工站为阵地，围绕

低保救助对象、困境儿童、残疾人、老年人

等重点服务对象，及时跟进专业社会工作服

务，帮助困难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在提

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福利彩票的发行宗旨是“扶老、助残、

救孤、济困”，与社会工作的使命不谋而

合。擦亮民生底色，福彩公益金从未缺席。

每一个项目里面，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

串暖心事，都凝聚着广大福利彩票购买者的

爱心奉献。截至2022年底，山东福利彩票已

累计销售2016.56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突破

600亿元，达到600.31亿元。其中，上缴中央

297.42亿元，省级留成85.37亿元，市、县

（市、区）留成217.52亿元。山东福彩用实

际行动履行国家赋予的公益使命，在保障和

改善民生，促进全省社会福利和公益慈善事

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潍坊市社工站组织“福彩四点半公益课堂”活动 济南社工走进幸福院开展老人主题小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