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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童年的一大愿望是

甜蜜蜜地吃上一口生日蛋糕，
那么，曾经的每块蛋糕上都有
时光的重量，让时光凝滞的是
一代又一代西式面点技师、“非
遗”传承人守护的“初心”。

市非遗项目“凯司令蛋糕
制作技艺”到了陈凤平这儿，已
是第三代了。

秉承德式西点制作精细的
特点，陈凤平在传统白脱奶油
和白帽蛋糕制作技艺上的技术
水平在行业和国内领先，得到
业界的广泛认可。“敬重自己从
事的职业，不断磨炼自己的技
艺，精雕细琢，做好每个细节。”
陈凤平说。

“甜蜜”的事业缘于“子承父业”

1986年，陈凤平子承父业，
进入凯司令工作，拜国内著名
西点大师边兴华为师，从中学
习掌握了蛋糕立体文字、花卉、
动物裱制，杏仁膏康乃馨捏塑
等许多绝活绝技。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陈
凤平把裱花技艺与中国画的
意境充分结合起来，形成了
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
线条流畅，字体清晰端正，色
彩淡雅、造型逼真，蕴含浓厚
的生活情趣。“雄风”“丰收图”

“竹报平安”“缔结同心”“世博
情”等作品更是得到业内专家
们的好评。

用奶油、果酱、巧克力、杏
仁糖团、白帽糖膏等食材，采
用抹、裱、淋、擀、包、刻、捏、塑
等手法，或平面布局、或立体
造型……在陈凤平的高超技
艺下，雪白的奶油，幻化成美

妙的花纹，仿佛在将平凡
人生的幸福，一圈圈包裹
进去……

从1987年起，陈凤平
相继参加各类技艺比赛
和演示会，从此开始崭
露头角。曾获“名师来”
杯全国鲜奶蛋糕裱花比
赛个人金奖，领衔制作
的多层白帽蛋糕在全国
首届蛋糕裱花技术大赛
上获得团体金奖。2009
年，他被命名为上海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凯司
令蛋糕制作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为了心中这
份“真爱”的事业，他从未停止
探索的脚步。

凭借 30 多年的匠心与传
承，如今，陈凤平是上海凯司令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高级技师，“陈凤平上海市技能
大师工作室”带头人，先后获得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上海
市杰出技术能手”“中国烹饪大
师”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

攻克技术难题守“初心”

“蛋糕”是陈凤平心中最为
珍贵的事业。多年来，陈凤平不
断在传承中创新，攻克了一道
道技术难题，让蛋糕口味和造
型更适应现代人们的需求。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有的顾客反映栗子蛋糕
中栗子泥口感太干，引起了陈
凤平的思考：“能不能在栗子泥
的配方上加以改进”“改进后又
会不会影响栗子蛋糕在顾客中
的印象”……通过反复尝试，陈

凤平在栗子泥中加入适量的果
茸和稀奶油，改进后栗子泥更
加细腻，糯滑还增添了特殊的
果香，受到了消费者的亲睐，成
为公司权重产品之一，年销售
额2000多万元。

白脱雪藏蛋糕也是凯司令
常年畅销品之一，但每年到高
温季节，产品质量就会出现反
复，陈凤平通过研究，改进了产
品操作工艺，使产品合格率明
显提高，稳定在99.5％以上，仅
这一项每年可降低损耗 40 多
万元。

有些年轻顾客觉得白脱奶
油蛋糕的白脱有些硬，陈凤平
就调整糖油的比例，使糕坯更
加松软。他尝试调整蛋糕的甜
度，采用年轻人喜欢吃的稀奶
油，吃起来更加清新淡雅。他
带领员工开发的各种口味的
小栗子蛋糕和小西点成为凯

司令新的热销产品。经过他的
改良，公司产值连续保持 10％
以上的增长，为凯司令这一老
字号品牌更加发扬光大作出
了一定的贡献。

在成为首席技师后，陈凤
平更加注重产品技术研究与创
新，成立了“陈凤平技能大师工
作室”，以“培育、传承、创新”为
课题，带领团队传承经典技艺、
开展技术研究和创新，每年为公
司开发市场适销产品，在集团公
司技师创新工作室成果展示活
动中，连续获得“创新优胜奖”。

作为“凯司令蛋糕制作技
艺”非遗项目传承人，他每年
带教5名学员，注重年龄跨度，
形成梯队；他鼓励年轻学员学
习新技艺，兼收并蓄，在传承
中突破创新，在创新中守护

“初心”。（未完待续）
（来源：上海市技师协会）

技能大师把蛋糕做成事业，为孩子们创造甜蜜世界！（上）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
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精神，支
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
建设生物医药产业高地，促进
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有机
融合，探索完善重点产业领域
人才评价机制，上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进一步下放高
级职称评审权，授权浦东新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建工
程系列生物医药专业高级职称
评审委员会，面向浦东新区非
公领域生物医药专业技术人才
开展高级职称评审工作。

浦东新区生物医药专
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充
分发挥浦东区域内生物医
药企业和高层次专业人才
集聚的优势，对接国际化专
业技术人才建设需求，积极
创新职称评价机制：

一是根据产业链布局
人才链，优化学科组设置。
结合浦东生物医药产业规
划布局，贴合生物医药产
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对人才的需求，设立医药
研发与制造、医械研发与
制造以及产业技术服务3个
学科组。

二是合理设置评价标准，
丰富评价指标。大力破除“四
唯”倾向，注重能力业绩和行业
评价，在坚持学术技术标准的
前提下，将主持的创新创造项
目、国内外行业认可的奖项、工
作中形成的个人技术工作总
结、国内外会议或论坛交流论
文、标准开发、成果转化、市场
价值和专业行业协会成员等作
为职称评价要素，探索量化评
价指标体系。

三是贴合非公企业人才特
点，设立“直通车”。为非公企业
中贡献突出的专业技术人才设
立“直通车”渠道，申报人员可
以按照学历、相关专业工作经

历和实际业绩等要求，经审核
后直接申报高级职称。

评委会充分发挥行业组
织和产业园区紧密联系企业
的职能优势，将职称政策和服
务送到园区、送到企业，使专
业技术人才在工作地就近申
报职称，有效提升了申报职称
的便利度。职称评审政策在生
物医药产业园区反响热烈，本
年度有近百人申报高级职称，
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 44%；
担任高级管理职务或技术带
头人的占 44%；还有 2 名外籍
人士。

近日，经过专家评审、社会
公示等一系列程序，浦东新区
首批工程系列生物医药专业高
级工程师名单出炉，71 位专业
技术人才获高级工程师职称，
其中涌现出了众多生物医药领
域优秀人才，为浦东新区专业
技术人才选拔和培养创造了良
好的开端。

医药研发与制造学科组的
一位申报人于2015年在张江药
谷创办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是国内率先提供创新药研发计
算机建模与模拟服务的服务外
包公司之一。在申报人的带领
下，该公司在 6 年内组建了一
支由100多名硕博人员为核心
的团队，共参与了国内外知名

药企的300多个创新药项目的
临床试验方案设计工作，从建
模与模拟等方面提供专业服务
加速，助推了一大批创新药上
市的进程。

医械研发与制造学科组的
一位申报人为某股份有限公司
总 裁 ，兼 任 国 际 IEC/SC62D
JWG35手术机器人标准工作组
中国专家、中国医疗器械行业
协会医用机器人分会副会长。申
报人拥有国家发明专利169项，
其中授权发明专利46项、国际
专利72项，获省部级技术发明
一等奖1项；作为技术负责人，

主导研制的腔镜手术机器
人、关节置换手术机器人、
三维电子腹腔镜均获批进
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绿色
通道”；带领团队发展的业
务覆盖腔镜、骨科、血管介
入、自然腔道、经皮穿刺
5 大手术机器人“黄金赛
道”，建立起14个手术机器
人产品管线，成为全球拥有
5大主要手术机器人专科产
品智能解决方案的公司。

产业技术服务学科组
的一位申报人作为某集团
科研总监、医学总监及学科
带头人，带领团队整合全国

产业链服务资源、大样本库、大
数据库以及精准医学检测服务
平台，开展产学研横向前沿课
题研究，打造高校、医院、企业
多方联合、融合创新的生态产
业链，建立了创新“生态圈”，
成功实施技术转化项目 6 项，
累计实现销售额5000多万元，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浦东新区通过一年的职称
评审试点和探索，有效地提升
了专业技术人才的获得感和成
就感，激发了非公领域专业技
术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发挥
了人才评价的激励和集聚效
应，为浦东新区建设生物医药
高地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浦东新区生物医药高评委
首批次高级工程师评审顺利完成

2022年人事人才工作接待群众来访安排表
事业单位工资管理处

（评选表彰处）

1月17日

2月21日

3月21日

4月25日

5月30日

6月27日

7月25日

8月22日

9月26日

10月31日

11月28日

12月26日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

1月24日

2月28日

3月28日

5月9日

6月6日

7月4日

8月1日

8月29日

10月10日

11月7日

12月5日

人力资源开发与
市场管理处

2月7日

3月7日

4月11日

5月16日

6月 13日

7月11日

8月8日

9月5日

10月17日

11月14日

12月12日

接待地点：虬江路1158号
接待时间：上午9：00-11：00，下午1：30-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