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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责任，规范食品经营市

场秩序，区市场监管局坚持上门服务原则，采取网

格化分组管理、常态化隐患排查、精细化现场指导

等管家式服务措施，助力商户合法合规经营，守护

辖区食品安全。

  农村食品经营部、小卖部是村民们生活所需，在

方便群众日常需求的同时，由于点多、面广、监管难

度大等原因，也带来了一些食品安全隐患。如何减

少风险隐患，预防问题发生，区市场监管局移风店市

场监管所采取主动上门帮扶的方式，既减轻业户的

自查压力，又能避免出现销售过期食品的违法行为。

工作人员通过“手把手”帮扶，指导经营业户对货架

上现有货品按生产日期重新整理，对临期食品设置

单独展区，并标注“临期食品”警示标贴，进一步消

除食品安全方面的隐患，更好地提高食品安全水

平。“不仅要为大型企业做好服务，小规模的辖区个

体工商户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也同样重要，移

风店镇共有食品经营业户267家，分布在10个网格，

100个村庄，给我们的监管工作也带来了不小的难

度，我们就要主动上门服务，通过手把手指导，规范

他们的经营行为，帮助他们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

平。”区市场监管局移风店市场监管所相关负责

人说。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移风店市场监管所将继

续分批次做好“上门服务”，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

度，不断创新监管方式，为辖区群众营造安全、放心

的消费环境。 （韩伟绩 宫璐璐）

（上接一版）

  唯创新不破 新跨越背后的驱动力

  于城市而言，在把握好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

代的基础上，提升城市能级非易事。

  而一头连接着悠久的历史，一头手握着崭新的

未来，即墨区新跨越的背后，必然是某种巨大力量

的驱动，这种力量来源于哪？

  答案在于科技创新。

  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逐高向新，即墨区正以创

新赋能产业生态、提升集群能级，不断增强区域竞

争优势。

  例如，聚焦青岛“建设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目

标任务，即墨区依托海洋优势禀赋，以科技创新引

领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快挺进深蓝。

  目前，即墨区集聚了“蛟龙号”等“国之重器”，

崂山实验室、国家深海基地、山东大学等50余家“国

字号”科研院所和110余个高端创新平台，形成了基

础雄厚的科技创新优势。

  而让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焕新”，即墨区持

续优化产业体系，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落实到具体行动中，积极引导传统企业拥抱智能

制造，涌现出酷特智能、瑞华等一批数智化转型标杆

企业，建成100多个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等市级工业

赋能示范项目，企业生产效率普遍提升20%以上。

  “更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聚力建设科技强

区”，即墨区抓科技创新发展的“冲锋号”再次吹响。

深知企业是科技创新“出题人”“答题人”“阅卷者”，

即墨区也在主动放大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通过落

实企业研发经费加计扣除等政策，企业研发投入增

长10%以上。

  此外，还积极推行“揭榜挂帅”攻关，引导海联

金汇等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实施关键共

性技术攻关及产业示范项目。

  可以看到，科技创新在即墨发展全局中，并非

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与企业、产业等要素深度衔

接，让创新的成果真正与城市战略形成衔接，不断

提升高质量发展核心竞争力。

  扛起期许，“干”字当头，即墨区正一步一个脚

印，向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全域化进阶。 （冯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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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齐鲁王酒业：

凭传承与创新“香”誉四方

即即墨墨民民企企力力量量

区 委 农 村 工 作 会 议 为 全 区

“三农”发展锚定方向，龙泉街道作

为青岛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片区，迅

速响应，依托自身资源优势，重点在

做优做强乡村产业、激活农村资源

要素、着力强村富民建设等方面突

破，全面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奋力开

启乡村振兴新征程。

示范片区提档升级，打造乡村

振兴新样板

加速推进写生基地项目在二季

度落地，打造成为融合“山、海、岛、

湾、村”多位一体，华东地区辐射面

积最大、配套设施最完善、合作院校

最多、影响力最广泛的综合性写生

基地。积极探索“直播+农业+旅游”

多元化的发展路径，以“企业+合作

社+党支部”的发展模式全力推动农

文旅产业发展，推动运营莲湾美村

花田美地、十亩园田等项目，打造乡

村旅游网红打卡地和家庭亲子游的

首选目的地。完善提升环线标志标

识，精心设计旅游动线、创意标识和

IP形象，开展草坪音乐会、花海艺术

节、特色烟火秀、写生夏令营等特色

活动，全力提升片区运营效益和强

村富民效应。

合作社提质增效，激活农业发

展新动能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发挥好满贡、蒲渠里、柳林等合作社

优秀典型示范带动效应，继续做优

做强“墨城满贡”“莲乡优品”“喜愿

民宿”等特色品牌，鼓励更多的合作

社在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书记直播

带货、乡村旅游、务工就业等方面发

展壮大，拓展“直播+旅游”新模式，

将直播带货与生态文旅有机结合，

带动民宿、餐饮等业态发展，开辟集

体增收和村民致富龙泉路径。建设

完成乡村振兴文化基地及配套工

程，搭建集研学参观、电商直播、“新

农人网红”技能培训、农副产品加工

于一体的乡村振兴产业孵化中心，

创新合作社发展新模式，致力打造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标杆。

助农惠农多措并举，共享乡村

发展新成果

坚持“党委发动、支部推动、党

群互动”的“党建+环境整治”模式，

切实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持续提升片区内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设施、人居环境，加快绿色智慧

基础设施布局，实现省级美丽乡村

全覆盖。以数字乡村为基础，用好

网格智治、基层民主协商和幸福积

分三个抓手，构建高效善治体系，

为强村富民提供保障。扎实开展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攻坚提质行

动，支持村庄立足资源禀赋，培育

特色产品、打造特色品牌、发展特

色产业，通过要素联结等多种利益

联结方式带领群众增收致富。通

过“运营公司+共富公司+合作社+

村庄”模式，全线串联示范片区项

目，促进资金、资源、人力要素优化

整合，引导带领群众充分参与片区

建设，实现共建共享。图为花海乐

园效果图。 （李倩）

龙泉街道：

培育新业态 激发新动能 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老酒作为即墨的特色名片，已

有4000多年历史，承载着故乡情感与

文化厚重。在竞争激烈的酒类市场

中，山东齐鲁王酒业有限公司通过

传承与创新酿造工艺，持续优化产

品品质，成长为白酒、黄酒领域的

“多面行家”，走出“传承、创新、再提

升”的蓬勃发展之路。

齐鲁王酒业凭借独特工艺与卓

越品质，赢得消费者青睐。近日，记

者深入厂区，探寻美酒背后的匠心

故事。

山东齐鲁王酒业始建于1949年，

拥有“栈桥”“齐鲁”两大老品牌，在

山东享有盛誉。据介绍，企业尤为

重视原酒储备，现有封坛酒超10万

坛，其中15年以上陈酿达1.7万至1.8万

坛，为品质奠定基础。副总经理王

冰泉表示，企业遵循“多酿酒、酿好

酒”理念，建有六大仓库，通过大量

原酒储存提升口感。在恒温恒湿的

窖藏环境中，不同年份的原酒经过

自然老熟，酒体醇厚度逐年递增，部

分高端产品需调配至少三种年份基

酒，确保风味层次丰富。

电商浪潮下，齐鲁王酒业的五

升坛封坛酒打破地域限制，月销量

近50万元。每坛酒配备“身份证”

标签，标注生产日期、原料产地等

信息，未来将接入二维码系统，实

现全程可追溯。总酿酒师张友杰

强调：“消费者可通过扫码了解产

品源头，这在行业内属创新举措。”

企业还推出定制化服务，客户可自

主选择酒精度、香型及包装设计，

2023年已为婚庆、企业庆典等场景

定制酒品超3000坛，复购率提升至

65%。

“齐鲁老酒”传承即墨老酒“古

遗六法”工艺，从选料、浸米到发酵、

存储，严格遵循古法。优质原料是

品质的关键，企业90%以上的大黄米

选自内蒙古敖汉旗——— 国内大黄米

优质产区，其颗粒饱满、出酒率高，

年产量几乎被酒业包揽。王冰泉比

喻：“米是酒之肉，曲是酒之骨，水是

酒之血，三者缺一不可。”为把控曲

块质量，企业自建微生物实验室，筛

选出37种优势菌种，结合传统“踩曲”

工艺，使酒曲糖化力提升18%。生产

车间内，60余名经验超20年的老师傅

仍坚持手工翻醅，确保发酵均匀，这

一工序虽耗时费力，却为酒体注入

不可替代的醇香。

作为即墨最早规模化生产老酒

的企业，齐鲁王酒业拥有“齐鲁”“齐

鲁春”“栈桥”等山东省著名商标，产

品涵盖老酒、白酒、酱酒系列。2023

年推出的“栈桥·年份珍藏”系列，采

用陶坛陈藏与橡木桶二次熟成技

术，酒液兼具老酒的绵柔与木香，上

市三个月销售额突破800万元。谈及

未来发展，王冰泉表示将“两条腿走

路”：线下维护老客户，线上开拓新

市场。企业计划与直播平台合作，

打造“云游酒厂”沉浸式体验，并联

合高校研发低度花果酒等年轻化产

品。随着新布局落地，企业将迈向

更大规模、更先进设备与更广阔

前景。

齐鲁王酒业的每一滴酒都凝聚

匠心智慧，从原料到成品、从工艺

到品牌，展现了对传统的坚守与对

创新的追求。企业正以稳健步伐

书写辉煌篇章，未来将继续秉持匠

心精神，让即墨酒香飘向更远的

世界。

（郑星 宫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