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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宝书 丁兆霞
本报通讯员 王田

2月10日，日照市岚山区经发集团会议
室，正在进行着一场特别的讨论会：身在万里
之外澳大利亚的上海通用重工副总经理刘仲
起、湖北设计师汤里平和岚山区招商投资促进
中心有关人员，利用视频会议的形式，就上海
通用重工岚山区项目厂房设计图纸展开了磋
商。

原来，上海通用重工计划在岚山区打造一
个一期投资25亿元的焊接产业园项目。项目建
成后，预计年产焊接机器人5000台(套)，各类
自动化焊接材料55万吨，实现年销售收入约40
亿元。按照投资计划，上海通用重工岚山区项
目的厂房计划在春节后开工建设。然而，新冠
肺炎疫情的不期而至，打乱了计划——— 投资方

回不了国内、设计师出不了湖北，图纸方案怎
么定？

万里商缘一“线”连。于是，便有了开头
的“线上会议”。视频会议不负所期，不仅初
步确定了图纸设计方案，确定了11日进行场平
施工，岚山方面还现场为投资方前期进驻人员
准备好了办公场所。

“疫情面前，项目怎么推？招商怎么
办？”岚山区招商方式和项目推进服务方式的
创新，正是源于新春伊始岚山区委、区政府对
招商干部抛出的这一命题。岚山区委书记来风
华逆向分析，“形势好的时候，每时每刻都有
人盯着投资方，招引压力大。疫情期间，招
引、投资活动均难以实施，对于主动者来说，
就是最好机会。”

秉承这一思路，正月初二，岚山区招商部
门班子成员集体返岗，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对正在洽谈的项目不停推，对签约项目靠
上服务，对再谈线索紧密联系。岚山区委副书
记、区长牟伟明确要求，“疫情防控、招商引
资要两手抓两手硬，招商和项目服务变‘线
下’为‘线上’，变‘面对面’为‘不见
面’，建立‘流程化’招商引资机制”。

不仅上海通用重工焊接产业园项目，一投
资23亿元的新能源特种机械项目，也一度让岚
山区经发集团副总经理杨宁捏了一把汗。春节
前，杨宁已与项目投资方建立了良好联系，但
疫情打乱了考察计划，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大年初一，借给投资方短信拜年之际，杨
宁试探性地提出“见面签”变“邮寄签”的工
作推进模式，获得投资方的认可。2月4日正月
十一，杨宁微信收到投资方主动联系要邮寄地
址的信息；2月6日收到会签文件，当天完成会
签，第二日寄回；2月9日中午12:50，收到投资

方完成签字的照片版文件……至此，项目达成
投资意向。为表达岚山方面的诚意，岚山区委
常委、岚山经发集团副总经理秦玉新于2月7日
当天就深入项目一线为投资方选择厂房。

有项目的推项目，没项目的绘制“招商地
图”。依据岚山区6大产业分布情况，岚山区
有针对性的绘制了6张招商地图。展开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招商地图，记者看到，岚山区将北
京、上海、沈阳、西安、唐山、大连、青岛等
作为招商重点区域，对其产业特色、区域布
局、龙头企业进行了全面分析，并确定了中国
高端装备制造业十强企业的招引方向。

疫情防控期间，岚山区还充分利用位于上
海的协同创新中心、北京的协同招引中心和分
布在全国各地招商代理人梳理投资项目，拢共
梳理出66个有价值的投资项目。目前，21个项
目即将开工，45个项目线索在手在谈。

岚山招商打开“线上复工”模式

25亿元投资项目“线上”定下施工方案

□记者 吴宝书 丁兆霞
通讯员 卢立平 逄金鹏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新婚燕尔，

本是享受二人世界浪漫缠绵的
日子，他们却走向了疫情防控
一线。2月6日早晨8点，日照
市东港区南湖镇西沈马庄村新
郎赵洪超、新娘魏宁照例来到
村东的疫情防控检查站。这是
他们第三天来到这里开展志愿
服务。

值夜班的几位志愿者回家
吃饭去了，他俩和另两位志愿
者顶了上来。

小两口今年2月3日结婚，
赵洪超从事个体经营，魏宁在
一社会教育机构上班。本来他
们打算趁着婚假到大理去度蜜
月，好好玩一玩，没想到一场突
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他们的
计划。

结婚当天，按照疫情防控
要求，他们没用豪华车队，没请
伴郎伴娘，没邀亲朋好友，没办
婚宴，赵洪超只是让自己的一
个表弟开着婚车把媳妇娶进了
门。

看到防控检查站的志愿者
们不停地忙碌，小两口一商议，
第二天就带着1000元钱来到村
委会，并报名参加疫情防控志
愿服务，度一个特别的蜜月。

这些天，随着假期结束，日
照本地企业陆续复工，出出进进的人越来越多，
加之西沈马庄村是一个蔬菜大村，每天都有不少
城里的运输车辆停在村口，检查站的工作任务格
外繁重。为确保全时段防控，该村实行24小时值
班，将所有志愿者进行编组，由镇村干部带班，四
班轮替。

考虑到刚刚新婚的情况，村里将两人安排到
了白天的机动岗位，协助其他人搞好进出人员的
管控。穿上红马甲，他们和其他志愿者一样，很
快投入到工作中。

赵洪超负责给进出人员测量体温、劝返外地
车辆人员、给本地蔬菜运输车消毒，魏宁负责给
进出人员登记、发放明白纸。小两口一边忙活
着，一边互相鼓励、打着气。大冷的天里，他们
身上却冒了汗。

“本来都约定好来场浪漫的旅行，但疫情把
婚礼和蜜月旅行的计划都打乱了，还是挺愧对妻
子的。”赵洪超对未能满足妻子的愿望心存愧
疚。但在妻子魏宁看来，“两个人一起坚守防疫
一线也很特别，而且更加难忘。”

“等疫情解除了，我一定带你出去好好转
转。”赵洪超向魏宁承诺。

新
婚
夫
妇
防
控
一
线
度
蜜
月

脱
掉
结
婚
礼
服

穿
上
红
马
甲

□记者 吴宝书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2月13日上午，5辆挂有“防疫

保障物资 日照市对口支援麦盖提”条幅的大型
冷链运输车，载着一批疫情防控用品从日照金阳
市场装车出发，带着日照人民的深情厚谊，驶往
新疆喀什麦盖提县，支援当地的疫情防控。

据日照市援疆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
日照第二批驰援新疆喀什麦盖提县的疫情防控物
资，包括价值31万余元的土豆、大白菜、葱、萝
卜等蔬菜100吨，1 . 25吨面粉以及1万个口罩。

日照第二批疫情防控物资

驰援新疆麦盖提

□记者 吴宝书 丁兆霞
通讯员 王静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早春时节，走进日照市岚山区

巨峰镇老龙窝村的一处冬暖茶棚，一垄垄整齐的
茶树已吐露春芽，茶园主人尚修春正在茶园里忙
着采鲜叶。

“我们这个棚是冬暖棚，升温早，这是咱巨
峰的第一茬茶，每天能采个10斤左右。”尚修春
颇有些自豪。

据悉，巨峰镇有8万亩茶园，他们在全力抓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做好春耕备耕工作。连日
来，该镇农技人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送技术、送政策、送信息等服务，为茶农增收
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同时，该镇与岚山区茶业
商会达成定点、定价、定时收购的协议，帮助茶农
解决茶叶收购价格低的难题，并联系电商渠道销
售干茶，为茶农、茶企保“价”护航。

抗“疫”生产两不误

日照绿茶“大棚茶”开采

□ 本报记者 吴宝书 丁兆霞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原来的许多农贸
市场和超市关闭或暂停运营，百姓吃菜成了
大问题。日照市东港区顺势推出“网上菜篮
子”，让日照人不出家门动动手指，就能吃
上新鲜的果蔬。

手机下单 直送小区

2月14日早上，日照城区下着细雨。理了
昨天下午下单的货，又补了当日早上8点前下
单的货后，9：37，日照公交能源集团司机师傅
李永和日照公交能源集团信息技术分公司的
王浩宇戴好口罩上路了。当天，他俩搭档为在

“一机游日照”微信程序上下单的顾客上门送
菜，记者跟车探访。

2月7日，为保障疫情防控时期城区居民
蔬菜供给，东港区商务局牵头东港区农业局、
日照公交能源集团等部门、企业，利用“一机
游日照”微信小程序开展了新鲜果蔬线上选
购配送到家服务。自2月7日之后到2月14日，李
师傅和王浩宇就开始每天奔波在日照主城
区，配送果蔬到各小区。

为防止细雨打湿果蔬，2月14日，送货车
换成了一辆九龙商务车，车厢后放了一袋又
一袋各色蔬菜，车座的间隙里还放了几盒鸡
蛋。记者了解到，蔬菜大多是一早从日照本地
的果蔬产地采购的新鲜的。

第一单，要送到东港区北京路街道春天
花园社区青青西岸小区。一上车，坐在副驾驶
的王浩宇就开始手机导航。“要不是这几天送
菜，有些小区还都没听说过。”王浩宇告诉记
者，为最大限度地方便居民，日照公交能源集
团充分发挥车辆多的优势，将顾客下单的果
蔬直接配送至社区防疫值班点或快递柜。目
前，平台配送范围已覆盖东港城区近百个小
区。

“有时就是一小袋土豆，或者一盒鸡蛋，
但不管多少，路途远近，为了疫情防控期的居
民方便，只要在日照主城区范围内，我们都送
到小区门口。”李师傅说，稍微超出范围的也
送过，“最东去过任家台，最西到过竹洞天。”
记者手机导航显示，位于日照东部沿海的任
家台村，距离日照公交能源集团需半个小时
车程，到竹洞天风景区也少不了20分钟。

一上午，李师傅和王浩宇穿城过巷，跑了
十几个小区。每到一个小区，都是电话通知
后，匆匆放下，又匆匆离去，“无接触配送”。

稳住“菜篮子” 打好防疫战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推出“网上菜篮
子”，“一机游日照”不是独一份。

2月7日，日照市农业农村局、日照市城投
集团联合推出了日照城投本地生活服务平台
及海鹦鲜生品牌，并在线下设立了6处“居民
菜篮子”取货点，日均订单量近300个。目前，
平台线上售有白菜、土豆、萝卜、西红柿、鸡蛋
等约50个品种；2月10日，东港区农业农村局、
东港区商务局、东港区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东
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也联合在“东港发布”微
信公众号上开设了“东港惠购”网上惠民服务
平台，果蔬农产品24小时内送达居民小区。目
前，该平台上架瓜果蔬菜、粮油调味、生活用
品、酸奶饮料共4大类50种商品。

记者从东港区商务局获悉，除这3家新上
平台外，位于日照主城区的大润发、利群、银
座、日百等大型商超也充分利用现有线上平
台，扩大配送范围，丰富产品类别，满足居民
需求，减少其出行次数。自1月25日以来，大润
发利用淘鲜达APP，日均配送870单；利群集团
利用利群网商APP，日均配送175单；日百集团
利用“日百优品”销售平台，日均配送54单；银
座集团利用美团APP，日均配送37单。

疫情之下的“菜篮子”，一头连着菜农赖
以生计的菜园，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餐桌。为
了切实稳住“菜篮子”，保障疫情防控期间群
众都能吃上新鲜蔬菜、水果，在日照主城区之

外，东港区还依托全区899家农村小卖部作为
农村居民生活必需品供销点，采用属地党委、
政府牵头，市场监管所具体组织、农村小卖部
下单、批发市场供货“四位一体”模式，保障农
村群众消费需求；莒县依托电商部门的“新世
纪到店”“新世纪到家”，对外出不便的居民开
通电话订货、网上下单的“宅家购”业务，成立
了“党员配送队”，协助一线配送人员开展点
对点无接触配送上门服务。

“宅经济”催热新业态

数据统计显示，2月7日晚上8点“一机游
日照”线上购菜渠道正式开通至2月8日上午
11点，就接到订单300余单，预订鸡蛋600余斤，
蔬菜900余斤。订单纷纷而至，手机上的“菜篮
子”是否已经站上了发展的“新风口”?

负责“一机游日照”果蔬线上选购配送
的日照公交能源集团信息技术分公司经理薄
其嵩认为，虽然最近随着复工复产的比例越
来越多，人们开始走出家门，线上订单已经
见少，但疫情之下新型“宅经济”走俏，生
鲜网上配送或许因为这段时间抗“疫”，已经
迎来了生长的新机缘。在他看来，手机下单、
等菜上门，对忙碌的双职工家庭来说，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网上菜篮子”应该会成为未来
农贸市场新型业态的发展趋势。

不过，为了尽快方便疫情防控期间群众
居家生活所需，“一机游日照”新鲜果蔬线上
选购配送到家服务“匆匆上线”，运行也不过
一周，还面临着一些显而易见的困难。譬如，
订单上的蔬菜有的由蔬菜基地直接送来，有
的需要公交集团上门去拉，且所有订单皆直
送小区，“战线太长”，一旦订单量大了，人手
便显出不足；缺少仓库，目前“两个厢货车临
时充当了仓库的功能”。

对日照城投集团来说，布局“网上菜篮
子”，去年年底前就已在计划中。只不过，因为
疫情，日照城投本地生活服务平台提前“上
马”。据悉，去年年底，按照日照市委、市
政府要求，日照市城投集团接收便民菜市场
项目并负责运营管理。接收后，日照城投集
团初步计划打造一批包含生鲜蔬菜、日用百
货、社区食堂、家政服务等小区生活一站式
服务平台。其中就包括“线上线下一体化O+
O运作，从传统的零售店转型成O2O社区便
利店，用户通过手机下单，线下配送特色商
品与服务”。目前，日照城投正在与“饿了
么”等平台洽谈，下步还将布置更多的取货
点，预期目标是实现“登门配送”。

战“疫”催热“宅经济”

东港：“网上菜篮子”托起大民生

2 月 1 5
日，“一机游
日照”员工顶
风冒雪送菜上
门。

□ 本报记者 吴宝书 丁兆霞
本报通讯员 朱森

“我是五莲县叩官镇扶贫办的，疫情比较严
峻，咱尽量就不出门了，要是出门切记戴好口
罩，有什么需要就及时跟咱们村干部和镇扶贫
办说！”最近，五莲县叩官镇的贫困户陆续接到
了这样的关切电话。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面对来
势汹汹的疫情，日照市扶贫系统坚持抗“疫”与
脱贫攻坚同步推进，守护贫困群众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防疫措施不落一户一人

“曾大娘，我来给您送口罩了。”2月5日，岚
山区碑廓镇田家寨一村党支部书记张永富，为
身患残疾的贫困户曾善梅送上了口罩、酒精、降
压药、降血糖药和煤气。

“贫困老人尤其是身体残疾的老人，生活不

方便，消毒防疫也不是很及时。自从防控工作开
展以来，我们就经常去贫困户家里转转。”张永
富告诉记者。

疫情发生后，日照市扶贫办迅速启动贫困
人口疫情防控工作，市县乡村四级扶贫人员迅
速行动，全身心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在乡村
街道、在贫困群众家中、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县乡村扶贫干部、“第一书记”和帮扶责任人
按照规范程序，开展防疫知识宣传，指导贫困
群众防疫”。同时，发放口罩、84消毒液、酒
精、喷壶等防疫物资，并对贫困群众的室内、
院落全覆盖消毒。

贫困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2月5日，东港区三庄镇副镇长、便民服务中
心主任安宝玉和扶贫办主任王代秋，给下崮后
村贫困户张德善送去了米、面、油等生活物资。

“村里帮扶责任人也刚给俺送了煎饼、菜、口罩，
还有消毒液。”77岁的张德善感激地说。

连日来，日照市充分发挥基层包村干部、村
“两委”干部和帮扶责任人的作用，通过电话、短
信、微信和必要的上门探视等手段，突出“老病
残”群体，及时掌握贫困户生活必需品储备情
况，及时配送米、面、油、蛋、菜等物资。尤其对失
能半失能贫困人口，充分发挥互助养老扶贫机
制作用，全面落实了饮食起居等生活照料。全市
119个村级集中式互助养老服务站，全部改集中
就餐为上门送餐，保证失能半失能贫困人口持
续吃上热乎饭。

因企施策，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真是没想到，短短几小时订单量就增这么
多！本来还担心这花要都烂在地里了，这下好
了，我们老两口有盼头了，干活更有劲儿了！”前
一阵还对着自家花棚愁眉苦脸的贫困户许崇梅
如今模样大变，分拣挑刺，修剪扎捆，手上动作
不见丝毫停歇，面对着成堆即将通过电商平台
售出的鲜切花笑得合不拢嘴。

受疫情影响，莒县招贤镇西黄埠村的扶贫
玫瑰严重滞销，大量玫瑰抛在地里、无路销售，
愁坏了玫瑰花农户。得知这一情况后，在日照市
扶贫办的组织协调下，日照市扶贫志愿者协会
联合媒体发起了“春暖花开”网络助农扶贫爱心
活动，帮助花农们线上售卖玫瑰花，推出后单日
订单突破17万+。

为防止受疫情影响贫困群众出现返贫和新
致贫现象的发生，日照市扶贫办印发了《致全市
帮扶责任人的一封信》，全市2 . 97万名帮扶责任
人，一方面落实落细防控措施，保障贫困群众基
本生活；另一方面梳理排查贫困户在收入达标、
教育、医疗、住房、饮水、低保、老年补助等扶贫
政策的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同时，强化扶贫项目建设运营，对全市614
个产业扶贫项目开展了疫情影响摸排评估，因
企施策，督导扶贫车间类项目及时复工开工，加
强种植类项目和畜牧养殖类项目运营管理。对
受疫情影响较重的旅游采摘类项目，帮其联系
销售渠道，减少经营主体经济损失。

市县乡村四级联动 抗“疫”脱贫两不误

打好防疫战 不忘贫困户

□记者 吴宝书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为切实解除日照市疫情防控一

线医务工作者的后顾之忧，2月13日起，日照市
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面向疫情防控一线医务
工作者及其家属，联合开展了“五个一”关怀慰
问活动。

据悉，“五个一”关怀慰问包括：每家一名志愿
者、每家一张充值通讯卡、每周一箱爱心蔬菜、每
周一次义务家政服务和每天一小时义务家教辅导

（线上）。在疫情防控期间，日照市各级团组织建立
青年志愿者与防控一线医务工作者家庭“一对一”
结对联系机制，根据实际需求为其解决生活困难，
缓解一线医务工作者的后顾之忧。为方便疫情防
控一线医务工作者与家属的日常联系，日照市总
工会为市内每名防控一线医务工作者提供一张面
值500元的手机通讯卡，为赴湖北防控一线的医
务工作者提供一张面值1000元的手机通讯卡。同
时，各级工会组织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每周为防
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家庭提供一箱爱心蔬菜，保
障其基本生活需要；各级妇联发动巾帼志愿者，
每周为一线医务工作者家庭提供一次义务家政服
务；各级团组织建立以返乡大学生为主体的课业
辅导志愿服务队，每天为一线医务工作者家庭的
学生提供一小时线上义务家教辅导。

日照“五个一”关怀

疫情防控一线医务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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