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工面临“招工难”，山东实招频出

□ 本报记者 张春晓

2月15日一早，临清市八岔路镇首批赴
潍坊歌尔电子集团的近百名员工，乘坐专车
分批返回潍坊。“歌尔经批准可以复工复产
了，要求老员工返岗，镇上积极协调卫生部
门和交通运输部门，帮助员工顺利踏上了返
工路。”八岔路镇八方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负责人张明先说。

招人！返岗！疫情之下，对于已经和正
在准备复工复产的企业来说，这是目前最为
迫切的需求之一，也成了全省各级人社部门
全力面对的大事、急事。

阿里巴巴（山东）用工需求1 . 6万人、
山东顺丰速运公司用工需求1900人……连日
来，为保障重点企业用工的迫切需求，山东
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全面了解企业、
工程项目复工时间和用工需求，采用大数据
手段，定向向有求职意向的求职者发送招聘
信息，提高人力资源服务的针对性、精准性。

同时，人社部门充分利用山东公共招聘
网、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及各地招聘
平台，广泛开展线上招聘活动，引导供需双
方在网上洽谈、网上合作，打造“就业服务不
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的线上春风行动。目
前，全省共举办网络招聘会180场，1 . 36万家
用人单位发布岗位需求36 . 98万个。

在青岛人才网和青岛人才微信公众号的
“贺新春”招聘线上服务平台，用人单位登
录后可直接点击“网上招聘信息发布”，即
时发布岗位招聘计划。求职者可在线浏览岗
位信息、投递简历，并根据择业目标的不
同，选用个性化简历模板进行编辑和投递。
同时，平台依托大数据招聘算法，通过微信
向个人精准推送相关岗位信息。

东营市人社局成立7支企业用工服务队，
配备600余名服务专员，每人固定服务2－3家
企业，实现“四上企业”“一企一专员”。滨州市
人社局组织专门工作组，靠上帮助康力医疗
等防护服、防护口罩生产企业招工150余人。

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帮助企业招工，是
另一个行之有效的做法。各地制定补贴政
策，充分调动职业中介机构的积极性。德州
对介绍技能型人才和职业院校、技工院校、
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各类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按每人120元的标
准给予职业介绍补贴。职业介绍补贴政策自
2020年2月4日起实施，有效期暂定3个月。

职工返岗，交通是当前必须考虑的问
题。对此，人社部门除了积极配合交通运输
部门，采取点对点交通方式外，还指导企业
采取签短合同、调整工时、轮岗轮休、协商
薪酬等措施，加大省内就近就地招工力度，
有序开展定向跨区域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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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肖芳 宋弢

2月15日，记者在大雪中来到山东省港
口集团青岛港。在到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
青港物流客服中心、前湾港集装箱码头、原
油码头4个地点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前后经
历了11次测温：港区、办公楼、餐厅、业务
洽谈室，只要有通道，就会有全身防护服的
检查人员。一个直接而鲜明的感受是：这里
的疫情防控网织得“密不透风”。

“现在疫情防控实在不能含糊，港口现
在每一个人、每一个工作环节，都在落实集
团公司下达的‘死命令’——— 绝不能让疫情
从这里撕开口子！”陪同记者采访的工作人
员向记者解释说。

作为联通陆海的枢纽、经济运行的命
脉，大疫之中，港口受到的考验更为艰巨：
各项生产经营必须像平时一样正常运转，疫
情防控又不能有任何闪失。“哪块儿出现1例，
哪块儿就会封闭，损失和影响将不可想象！”
站在这样的高度，针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山东省港口集团多次召开专题会，出台了疫
情防控3项要求、生产经营7项措施、重点场所
和敏感人员35项措施等一揽子举措，全力做
到“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对于拥有数万名员工的偌大一个集团来
说，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从港口
“战时条例”中一个个细到极致的规定，可
以看出其“防”的信心和力度：所有异地返
青职工必须先隔离观察无恙后再复工；原先
二三十人一组的当面派工，全部改为微信群
操作；港上任何职工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不得去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员工每天
14点之前要在手机上填写一个问卷，调查内
容包括一天所到之处、接触人员、家里有无
亲戚朋友来访、借宿等。

港口是人流交会之处，除了抓好自己员
工的疫情防控，还要在所有的工作环节上做
足文章，防止“口子”从外向里撕裂。

“随船输入”是最大的隐患之一。“武
汉有很多航运公司，也是船员培育和输出
地，尤其是内贸船上武汉船员多着呢。”青
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军
介绍说。对此，青岛港要求每条船在靠泊之
前，必须提前申报行动轨迹和船员信息，特

别是有无湖北船员、何时登轮等。“船员不
许下地，我们人员不进入其生活区域，双方
通过电话、邮件沟通联系，最大可能减少面
对面。”张军说。

青岛港自动化码头总经理助理李波，讲
述了一个有惊无险的疫情处置案例：1月27
日晚间，青港物流海运中心突然接到将于次
日13时靠泊的万海船公司“群春”轮的电
话，称一名船员出现反复发烧的情况。接报
后，青岛港和口岸单位立即严密布防。“群
春”轮靠泊后，防疫人员立即登船消毒取
样，早已等在码头的120急救车第一时间将
发热船员送往定点医院。最后虽虚惊一场，
但这一过程的慎重，从李波透露的一个细节
可见一斑：“连防疫人员都脚不沾船，是通
过吊笼送到船上去的。”

如此严防死守，确保了在防疫形势严峻
的情况下，港口的生产运营仍能有条不紊地
进行。更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在应对疫情的
同时，青岛港涌现出许多积极主动的作为，
带动诸多业务板块“逆势而上”，在“严
防”的同时也体现出有所作为的“进攻”。

线上业务的爆发式增长，便是其中之

一。当记者走进青港物流客服中心时，大厅
内待检、检验、审核、问询4个专区间隔分
明，各有专人负责，实现“隔离病毒不隔离
服务”，但却空空荡荡不见客户。现场值班
人员表示，往年节后刚复工时，大厅里肯定
人头攒动，一天要挤进上千人，可现在一上
午只接待了两位客户。客户都到哪儿去了
呢？客服经理黄克峰把记者领到电脑前，打
开不停弹出新消息的“进口提箱业务交流”
微信群，以及青岛港“云港通”线上服务平
台，答案立即浮出水面：客户服务的主阵地
已经从线下大厅转移到了线上微信群，短短
一个上午，“云港通”已经受理了1万多笔
进口提箱业务。

原来，自春节前收到疫情防控命令后，
客服中心便接到了安全应对节后复工业务人
潮的“硬命令”。担当“不见面”服务阵地
的“云港通”立即跟进，升级服务，实现
90%集装箱业务可网上办理。从初一到初
六，客服中心更是以每人每天打近百个电话
的“加速度”，紧急与近30家船代公司、近
4000家货代车队一对一联系，建起6个微信
业务群，赶在初七复工之前，搭起了全新的

“线上大厅”。
“春节之前，我们线上业务量占比只有

10%，推广进度缓慢。可利用这个特殊的疫
情期，我们在短短一个星期内，就实现了
80%的上线率。”黄克峰介绍说，业务上云
后，不仅实现了“数据多跑路，客户少跑
腿”，客服人员还可以居家办公，用工数量
约减少一半，利在长远。

这种“防”中有“攻”的主动作为，在
记者采访的每一个公司，几乎都有鲜明的体
现。张军告诉记者，货源是港口的生命线，
而延揽船公司客户，是港口增加货源的惯常
方式。受疫情影响，国内一些港口出现库存
压力大、堆场不足的现象，尤其是冻柜集装
箱面临因插头缺乏而卸不下船的难题。当此
时刻，以冻柜插头充足、堆场空间富余为传
统优势的青岛港，主动联系遇到困难的船公
司，与客户一起重置中转路径，引导船公司
将周边港口无法卸船的冷柜转移到青岛港暂
存。这番“操作”，让疫情期间青岛港的冻柜和
空箱数量与往年同期相比不降反增。而更重
要的是，这种“及时雨”式的一流服务，对今后
各大船公司在青岛港上航线、扩中转、增箱
量，无疑具有难以拒绝的吸引力。

“越是困难的时候，就越是企业趁势提
高层次、强身健体的好时机”——— 这是青岛
港人对“危”中觅“机”的认识。青岛实华
原油码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薛宝龙现身说
法：青岛港是全国最重要的原油码头，以前
运输主要靠油罐车，常年有约4万辆奔跑在
全省乃至全国的公路上，安全风险可想而
知。2016年以来，青岛港提前谋划和布局，
建成了近900公里的输油管道以及董家口、
潍坊、广饶三大库区，直达东营、滨州、潍
坊等地11家炼厂，实现了原油从码头到工厂
的“门到门”运输，大大提高了效率、降低
了风险。此次疫情对公路物流带来巨大影
响，青岛港区原油库存持续高位运行，比往
年同期高出约30%，但这并没有给青岛港带
来过大压力。管输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原油输
送“主力军”的作用，满足了山东众多地炼
厂的保供需求。眼下的疫情，又给青岛港带
来了关于原油库区和管输线路优化布局的新
思考，公司正在梳理问题和机遇，进一步提
升油品板块综合服务能力。

“危机时刻”也是“破局良机”。采访一
天，“守得住阵地，攻得下山头”的青岛港，给
记者增添了平稳度过疫情的踏实感，也带来
了疫情过后更好、更快发展的许多期待。

“越是困难的时候，就越是企业趁势提高层次、强身健体的好时机”

大疫中一个港口的“防”与“攻”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张进刚 报道
近日，山东省港口集团青岛前湾港集装箱码头，佩戴防护口罩的船舶指导员调度一艘南

美线货轮缓缓靠岸。

□记者 张春晓 报道
本报青岛2月17日讯 受疫情影响，大

量外地员工无法按时返回工作岗位，复工企
业用工出现困难；与此同时，餐饮、酒店、
旅游等行业遭到冲击，一些员工进入“无班
可上”的待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
业开始试水“共享员工”这一用工新模式抱
团纾困。

2月11日，海信集团复工第二天，旗下
上市公司海信视像宣布推出“共享员工”计
划，邀请临时歇业的餐饮、酒店、大型商超
以及制造企业员工，以短期工的方式加入海
信，与这些中小企业共同渡过难关。

“计划发出去以后，自己的电话这几天
处于爆机状态，全国各地的人都打电话咨

询。”今天，海信视像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李
枫告诉记者，公司整体招聘计划2000人，涉
及配送员、操作工、后勤管理服务人员等，
其中“共享员工”由于是初次尝试，计划招
二三百人，反响出乎意料。目前，已经有两
个酒店表达了合作意向，双方正在洽谈，还
有一家人力资源公司想转一百多个员工过
来。青岛市和黄岛区人社局也积极帮助联系
对口扶贫地，组织招聘。

李枫介绍，“共享员工”参与人员需要经
过面试、体检、培训等环节后方可上岗。入职
后，他们将与公司员工同工同酬。初定合作计
划时间为一个月。如果一个月后餐饮等企业
经营情况没有改善，可适当延长合作时限。

青岛泰祥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贾

建江认为，“共享员工”模式实现了企业、员
工、社会三方共赢，适合当前特殊时期形势。

不光是企业主动性强，政府部门也在积
极引导推动。2月13日，威海市政府发布了
关于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业企业的若干意
见，其中特别提到探索推行“共享员工”模
式，由威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引导因疫
情影响暂时业务减少、员工富余的服务业企
业，向有用工需求的其他企业协议派遣员工，
让经过健康排查的员工加入临时用工队伍。

青岛市市南区也正在大力推广这一模
式。在得知盒马鲜生企业大量用工需求后，
市南区商务局联合市南区餐饮协会搭建平
台，广泛联系辖区餐饮企业，为企业解决用
工难题。

企业试水“共享员工”新模式

曲阜开通企业招工“网上通道”
□记 者 孟一

通讯员 梅花 戴静静 报道
本报曲阜讯 2月15日，曲阜市民李菲

菲第一次到圣阳电源有限公司上班。通过网
上招聘和面试，她成了这里的一名操作工。

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很多企业和工程项
目在年后出现了较大的用工缺口，尤其是过
去大量使用外地员工的企业，由于缺少外地
人员的详细个人信息，不敢盲目召回或新
聘。对此，曲阜市人社局向重点企业派出了
人才服务专员，分类建立用工需求岗位信息

台账，引导企业转聘本地员工，同时将线下
现场招聘调整到线上，通过网络、微信、自
媒体等多渠道发布岗位信息。

“山东裕隆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需采矿工
程师及采掘技术员5名，测绘工程师及测绘技
术员5名……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需
生产操作工100名……”2月17日，记者在曲阜
市人社局“战‘疫’惠企”微信群里看到，一批
市重点企业的招聘信息以表格的形式推送给
求职者，所需人数、薪资待遇、岗位要求、联系
人及开工时间等内容详细、清晰，一目了然，

求职者能很快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除及时发布企业招聘信息和企业稳岗补

贴、个人领取失业金等政策外，曲阜市日前
还开放互联网招聘问答平台，应聘者关于用
人单位有关用工服务、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均
可在线提出，相关负责人员将及时给予答
复。截至目前，曲阜市共有110多家单位通
过网络等平台发布招聘信息630余条，提供
就业岗位5300余个，1月份至今曲阜市新增
就业1200人，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398人，
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92人。

□卢鹏 杜昱葆
报道

2月17日，临沂市山
东青果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工人在包装速
冻蔬菜西蓝花。疫情防
控阻击战打响后，青果
食品公司在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组织员工
复工，开足马力生产菠
菜、西蓝花等速冻蔬菜，
加大市场供应。

速冻蔬菜

复产忙

□ 本报记者 马景阳 刘磊

2月9日早上9点，淄博市淄川区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
谭亮“全副武装”，正在滨莱高速淄川收费站进行筛查工
作。谭亮是派驻淄川区岭子镇刘家村的“第一村医”，疫情
发生后他主动请缨，成为一名冲锋在疫情防控一线的战士。

“越是危急时刻越要使命担当，第一村医绝不退缩。”
谭亮说，每个检测点一天之内大约要给1000人测量体温，对
体温异常者还要再次测量确认，及时记录处置，“压力大、
任务重，但咱得挺住”。

谭亮已经在疫情防控岗位上坚守了10多天，每天工作至
少9个小时。连续的高强度工作，也让这个平日里干劲十足
的汉子脸上露出疲惫之色。

2017年11月开始，淄博市卫生健康委立足医疗强基和健
康扶贫，首创“第一村医”工作机制，每半年从全市二级以
上医疗机构中选派100名优秀年轻医生，到贫困村和医疗卫
生薄弱村开展健康扶贫和医疗强基工作。去年10月28日，谭
亮来到淄川区岭子镇刘家村，当上了“第一村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神经外科医生谭亮主动请战，来
到了到高速路口防疫检测点。

在谭亮和妻子提前返岗前一天，女儿穿上了谭亮的“第
一村医”棉袄，骄傲地说：“长大我也要当一名医生！不计
报酬，不畏生死的那种！”

如今，淄博市前后五批共514名“第一村医”坚守在疫
情防控第一线。

“第一村医”
坚守防控一线

淄川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董娟 王亚群 报道
本报平原讯 2月14日，刚刚入选2020年省级重大项

目、投资15 . 1亿元的的联化科技（德州）有限公司精细化工
生产项目二期三个单体施工，拿到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上
午8点半我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提交申请材料，11点多就拿到
了许可证，比预期早了两个多月，速度真是太快了!”联化科技

（德州）有限公司RC办公室副经理王进亭说。
由于很多图审、设计、勘察等单位还没有恢复正常工作，

再加上联化科技（德州）有限公司的施工合作单位都在北
京、江苏等省外地区，联化科技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遇
到了困难。“我们从年前就已经介入了联化科技的项目审
批，并对审批的过程进行全程跟踪。节后积极协调相关单
位，通过远程办公、网上受理、容缺受理等举措，使联化科
技向施工单位、勘察、监理等7方平台顺利地提交了资
料。”平原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建设项目股负责人刘峰说。

记者了解到，平原市民服务中心的973项审批服务事
项，全部提供网上咨询、预审服务，873项事项可以实现全
程网上办理，并通过外网申办、内网审批、EMS免费邮寄
等方式开展“不见面”审批，强化特事特办、帮办代办、一
网通办、一次办好，最大限度压减办理材料、办理环节、办
理时间。2月3日以来，平原市民服务中心受理群众电话4000
余个，线上办件量322件，帮办代办数量593件。“重大项目
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盘和关键点，不仅要在项目落地前期提供
周全的服务，助推项目快落地、早见效，还要建立起服务项
目的长效机制，提供一条龙的服务，确保疫情防控与经济社
会发展‘两不误’。”平原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张强说。

省级重大项目
3小时拿到施工许可证

平原

“铁石心肠”的村支书泰山

□ 本报记者 姜言明 郑莉 本报通讯员 石法祯

腊月二十七那天，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党委召开支部
书记会议，安排部署武汉回乡人员摸排工作。散会后，郭庄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方军来不及回家看一眼生病卧
床的妻子，就赶到村委会第一时间安排部署工作，一直忙到
深夜才回家。第二天凌晨，刘方军的妻子因病去世。

在妻子去世后的第二天，刘方军不顾家人反对，坚持立
即下葬，所有的程序全部从简。面对家人的不理解，刘方军
说：“马上就要过年了，现在出现了疫情，要把防疫工作放
在首位，作为书记必须带好头，不聚众，万一出了纰漏，怎
么对得起西郭庄的老少爷们。”

大年初一，邱家店镇党委启动了新冠肺炎疫情I级响应。
刘方军知道一场硬仗真的来了，立即“赶走”了从镇上回来陪
他过年的儿子一家，并将80多岁的老母亲托付给弟弟照顾。因
为过年团聚刚刚有点热闹的家，瞬间又冷清下来。儿子说他是
铁石心肠，但刘方军没有多解释，立即投入到疫情防控中。

刘方军带领村“两委”迅速制订防疫工作方案，村“两
委”干部带领党员轮流值班。村里物资紧张，刘方军就带头
捐款1500元，购买了帐篷、军大衣、口罩、消毒液等物资。
大家都知道，这些年为了给妻子看病，刘方军已经快掏空了
家底，因此都劝他少捐点。刘方军却说：“我家老人有弟弟
照看，孩子有工作，钱留着不如花到最有用的地方。”

十几天的时间里，刘方军带头在检查点值守，从早上睁
开眼，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才闭眼休息一会。后来领导找他
做工作，让他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千万不能把身体累垮
了，刘方军这才在每天晚上查完岗后回家歇歇。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任现辉 报道
本报威海2月17日讯 今天上午，威海招商引资项目视

频签约仪式举行，以视频连线的方式，集中签约43个重点项
目，合同项目11个，合作意向项目32个，其中外资项目18
个，43个项目总投资约852亿元。

疫情发生以来，威海始终保持招商引资“面不见但线不
断”，与投资方保持密切沟通联系，各区市、开发区招商引
资团队在谈的项目抓紧推进，能签意向的项目先签意向，能
签合同的抓紧签合同，已签合同的争取早日开工，一批内外
资项目取得新的进展。

威海已经连续6天没有新增病例和疑似病例，居家隔离
和集中隔离人数大幅减少，第一波输入性疫情的存量基本释
放完毕。在此基础上，威海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手
抓、两手硬、两不误、两促进。对于当天集中签约的项目，
威海相关区市和部门将一个一个地跟踪调度，尽快推动意向
项目变成协议项目，协议项目尽快变成开工项目，具备开工
条件的项目快速落地、快速启动、快速开工，争取更多当年签
约、当年资金到位、当年建设、当年竣工投产的项目。威海鼓励
外地员工迅速返回威海，支持企业采取包车接回的方法，对于
企业经营比较困难的，政府给予包车补助。外地员工返回，企
业找不到集中隔离点的，要求各区市、开发区帮助解决，并采
取多种方法解决好外地员工进出社区不方便的问题。

视频签约43个项目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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