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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张晓帆
本报通讯员 吕 栋 于金华

除了宅在家里等待春暖花开，被迫多过
了20多天“额外春节假期”的万余名即墨服
装小老板各显神通，通过各种“云上”的方
式尽量弥补损失，并借此机会蹚出了一条线
上开市的新商机之路。2月25日，记者来到
还未复工的即墨服装商贸城采访。

“我手里这件衣服只要99元，最后8件
了，喜欢的宝宝可以下单，这是今年最流行
拼接色”“我给宝宝们实际看下，这件衣服
超级有弹性的，手感非常不错”……2月25
日傍晚7点，在青岛瑞帝成服装有限公司厂
区，一场服装直播正在进行。

一个直播架，一部手机，40岁的老板兼
主播江淑娟忙着向直播间的粉丝们介绍店里
新上的一批春装，镜头另一侧，她的老公手
指翻飞，记录买家的下单信息，店门口堆满
了打好包准备发货的服装。

春节前，经营童装的青岛瑞帝成服装有
限公司总经理江淑娟备了大量春夏款服装。
疫情的到来，打了她一个措手不及。

服装市场的档口不开门，40岁的江淑娟
便在自家工厂收拾出了一间屋子作为直播
间，正月初九，“上线”直播营业，第一
次，她不敢往镜头前面站，说话有些磕磕巴
巴。过了短短半个月，江淑娟就摸索到了直
播的门道。公司200万元的库存产品成了
“香饽饽”，只用了10多天就全部消化，销
量和交易额都比往年上涨了30%。

从淘宝店起家后，江淑娟开始在服装市
场做批发生意，星星点点的零售就不愿意折
腾了，有网店伸出“橄榄枝”也一直没被打
动。尝到直播的甜头后，她打算借此升级，
设立四人规模的电商部，并招两位年轻主
播，把生意常态化搬到线上，探索线上开
市、线下采购的批发新模式。

即墨作为千年商都，市场业发达，素有
“中国江北商贸名城”美誉，辖区有即墨服
装市场、中纺服装城等6个重点市场，商铺
网点18000余个、从业人员约10万人，2019年
交易额突破450亿元。

每年正月十六开市，正月二十前后恢复
繁忙景象，是这个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集散
中心的常态。2月25日一早，受疫情影响还

未开业的缘故，市场显得略微有些凋敝，
零星有几个行人从门前走过。

对于即墨三方七合总经理潘浩鹏来
说，过去的20多天里，困难接踵而至：交
通阻塞，货进不来也出不去；工人难回，
设计好的春款新品只能“躺”在图纸上；
档口不开，仓库无法发货，线下市场销售
断崖式下降，连续几年30%的销售额增长
率恐难维持……

为活跃品牌，公司在春节期间策划了
最美买家秀、粉丝拍摄为武汉加油视频、
解剖公司的文化发展历程等一系列线上活
动。“我们策划最美买家秀活动，计划3
天收集30个作品，没想到短短2个小时就
完成了任务。”潘浩鹏说，员工们对“主
播之路”非常有信心，公司把线上销售业
绩作为长期战略目标：3月份占比达7成；
4、5月份平缓过渡期占4成；未来能长期
维持到3成的比例。

“实体市场迟迟未发动，给很多市场
商户带来了暂时的困难。”青岛即墨国际
商贸城党工委副书记刘德说，商贸城一方
面出台了免收因防疫延期开业期间市场商

户设施服务费、物业费等相关政策，用真
金白银帮助商户解困，另一方面引导业户
“线上开市”，线下联动，利用平台直
播、电商平台、电商服务机构、自有平台
等模式化“危”为“机”，开辟新的市场
空间。

目前，越来越多经营户加入到线上开
市的行列中，在迅速的“转型升级”中捕
捉商机，有的通过线上沟通的方式，让老
客户提前网上下单；有的开始不断创新产
品，为开市作准备；有的开辟新的线上平
台，吸引新客户。

“疫情既是一种危机，更是一种机
遇，甚至机遇大于危机，每一次危机往往
都伴随着新的企业产生。目前，市场倒逼
企业植入互联网基因，市场已有万名小老
板开启‘云’复工。”即墨国际商贸城管
委会办公室主任谭格说，商贸城引入一系
列在线直播课程和特邀嘉宾的精彩分
享，帮助小老板们利用延长假期梳理客
户关系，快速掌握视频、直播带货技
巧，利用新技术和新工具升级服务核心
竞争力。

商贸城迟迟未开业，业主转型升级线上开店，本报记者探访即墨服装商贸城———

万名服装小老板“云”复工

无人机巡航防疫 “加减人”推进复工
京台高速改扩建工程出实招确保“两不误”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全国春季农业生产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越是面对风险挑
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
食品安全。总书记强调，要加大粮食生产政
策支持力度，保障种粮基本收益，保持粮食
播种面积和产量稳定，主产区要努力发挥优
势，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要保持应有的自给
率，共同承担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

作为粮食生产大省，我省各地正陆续展
开春播备耕。农历二月二春耕节刚过，记者
来到富民农场跟着“粮王”，感受了战
“疫”下的春播备耕景象。

□ 本报记者 马海燕

辽阔的麦田里，小麦已然返青，一场春
雨将麦田洗刷得愈发青翠。有几只喜鹊飞过
来，在麦田上空自在地盘旋。

2月26日，临邑县德平镇富民农场的这一
幕让人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这个农场现有
耕地2000亩，同时给周边农民托管1000亩。
2011年它以夏玉米亩产973 . 4公斤的成绩，让
农场负责人魏德东获得“山东粮王”称号。

小麦大约能增产一成

上午8点，太阳仍然没有露脸，时不时
吹来的冷风打在脸上，然而富民农场已是一
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院内的配肥厂机器轰鸣，农机车间前拖
拉机手正在检修机器。打开农场仓库的一道
门，是农场跟山东农业大学合作的实验麦
田。魏德东正和几个工人拔麦蒿，这块田他
坚持要人工除草。

“现在小麦拔节一天一个样，草也露头
了，正好拔出来给场里养的鹅吃。”魏德东扬
了扬手中的麦蒿。他在农田旁养了400多只蛋
鹅，以玉米和田草为食，一年收入七八万。

聊起今年的小麦产量，魏德东招呼记者
走进麦田，随手薅起三棵麦苗，选择了一棵肥
瘦中等的，“一、二、三、四、五……”，数起麦苗
上抽出来的分枝，这位庄户老把式告诉记者，
麦苗上的枝杈越多，小麦产量越高。

“去年越冬灌溉本来就很充分，田间管理
也好，今年虽然有疫情，但没妨碍春季管理，

我估计今年小麦能比去年增产一成左右。”魏
德东的语气很坚定。往年这个时候该浇水了，
但今年老天爷帮忙，刚下了一场透雨。

农场有自己的配肥站

疫情发生后，不少地方出现农资生产、配
送、供应跟不上的问题。但是对于魏德东来
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富民农场现在一项重
要工作，是准备即将上场的“家伙什儿”。

在富民农场的农机车间，喷药机、灌溉
机、拖拉机……大大小小好几十台农业机械
依次排列，很是壮观。

其中一台大马力的“东方红”拖拉机很抢
眼。魏德东说，这是原来农业部奖的。由于种
粮产量高，他曾被国务院和农业部授予“全国
种粮售粮大户”和“全国粮食生产大户”称号。

机师赵勇爬上了两人多高的喷药机上，
开始调试喷雾效果。“该换机油的换机油，该
换喷头的换喷头。”魏德东嘱咐道。据赵勇介
绍，农场里15台喷药机同时作业，一台每天喷
药200亩，2000亩麦地不到一天就能完工。

喷药机准备妥当，农药也得备齐。农药仓

库里，成箱的除草剂摞在一角。“这些药花
了十几万元，够2万亩小麦用——— 除了自
用，我们还给农户提供除草服务。”由于以
前做农资有“渠道”，购买量又大，魏德东直
接从厂家进货，比市场上便宜20%左右。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深谙此
道的魏德东在农场建了自己的配肥站———
请县农业局的技术员进行测土配方，缺啥
补啥，各种肥料按配方使用。魏德东告诉记
者，经他多年试验，配肥使庄稼亩均增产
10%，而且通过测土配方，还能使化肥减量
增效，防止耕地板结，提高地力。

村民的难题他给解答了

拥有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富民农场，在
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也为农户提供有偿
服务——— 为此，农场在2018年注册成立富
益民农业服务公司。

德平镇西曹村党支部书记曹启连头一
天给魏德东打来电话，请他去看苗情，并
商量给西曹村的麦地打除草剂。下午，记
者坐魏德东的车一起去西曹村。据曹启连

介绍，西曹村现有小麦500亩，农户多的
种四五亩，少的也就一二亩，每家每户自
己喷洒除草剂很不“经济”。而且还有个
事让他很费解，富民农场服务队喷洒后不
再长草，而农户自己喷过后，仍有草长出
来。在西曹村的麦田里查看麦情后，魏德
东告诉曹启连：“当气温升到10度左右，
麦田里的草刚想拔头长时，喷除草剂效果
最好。”他们商定3月中旬来西曹村。

在德平镇，西曹村、东曹村等七八个
村都与富益民农业服务公司签了服务合
同。

从西曹村回来，魏德东召集配肥站职
工开了个会。配肥站接到一个订单：本县
一个种粮大户看中富民农场的配肥，订购
200袋。到现在配肥站收到3个订单，共配
肥600袋。会议室里，每个人都戴着口
罩，魏德东交代了生产任务，他要求配肥
站既要做好防控，又要按时完成生产任
务。配肥站的工人都已复工，他对生产一
点儿也不担心。

跟着“粮王”看春播
走进临邑县富民农场，看农机化肥保障、3000亩小麦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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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近日，平邑县平邑街道农民为种植的马铃薯覆盖地膜。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王雪妍 刘媛媛 报道
本报胶州讯 2月20日，在胶州市李哥庄镇魏家屯村一家农

家小院里，散落的首饰配件正在被组装成一件件成品。
“我们一家三口形成了一个小的‘生产流水线’，我负责插

板、丈夫负责装袋，儿媳妇负责贴标签。”贺明华一边忙活着手
头的首饰组装，一边说道。今年68岁的贺明华是李哥庄镇魏家屯
村村民，平日和丈夫在儿媳妇的餐饮店帮忙。因疫情影响，原本
打算正月初六开业的他们选择在家待业。“我们三个人这一天能
赚100元左右，虽然没法出去工作，但是生活费足够了。”

据了解，工艺品是李哥庄镇的传统产业。工艺品组装的生产工
序强度小、简单易学、可在家独立完成，是当地的“炕头经济”，主要
是针对照顾孩子的宝妈或55岁以上不方便出去工作的老人。

疫情期间，为让居民们“宅”在家，有事做，还有收入，李
哥庄镇流行饰品协会派专人联系、发放首饰配件，形成链条式服
务，让“炕头经济”由零散变得有组织。“李哥庄的‘炕头经
济’有一定基础，疫情发生以来，部分企业或行业，出现晚开工
情况，居家待业者增多。”李哥庄镇流行饰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魏兆江介绍说，“我们流行饰品协会派专人统一收活、放活、
结算，引导‘炕头经济’有序、高效发展，做到防疫、生产两不
误，宅在家中照样增收。”

截至目前，李哥庄镇近5000名居家待业者通过“炕头经
济”，“宅”家不停产，手工保增收。

“宅”家不停产

“炕头经济”保增收胶州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谢新华 袁婷婷 报道
本报菏泽讯 2月26日，巨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文教卫窗口

的值班人员，接到浙商季艺伟打来的感谢电话：“真是太感谢你们
了。刚刚打开寄来的快件一看，是我昨天刚刚电话申请的卫生许可
证。没想到不出家门，一个电话就能拿到证件，安全又便捷。”

来自浙江的季艺伟，年前来巨野投资办超市，其经营的超市
面积800多平方米。超市货物配置齐全之后，由于疫情原因，没
有办理公共卫生许可证。

2月25日，季艺伟打电话到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窗口，咨询办
理公共卫生许可证相关事宜。接到电话后，窗口的工作人员引导
季艺伟通过线上提交材料，后台工作人员审批，将证件于次日免
费邮寄到本人手中。

既寄又送。2月24日上午9时许，巨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踏勘
科的邹伟和两名同事，对巨野六和饲料有限公司经过整改后的食
堂卫生环境进行第二次现场勘验。半小时后，勘验结果显示，符
合疫情防控期间的发证标准。随即，邹伟电话通知审批大厅窗口
工作人员出证。不大一会儿，工作人员就冒雨将食品经营许可证
送到六和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丁超手中。

“真没想到办证能这么快，而且给送上门。拿到食堂的食品
经营许可证，经过筛查后员工们就能全员上岗了。我们可以开足
马力，满负荷生产，满足周边县市养殖户的需求。”丁超说。

送证上门
服务企业零距离

巨野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王鲁兵

昌邑市有种植生姜的传统，一出正月，
姜农们就要忙起来：整地、选姜种、催姜芽，
一直忙碌到清明前后的生姜种植时间。眼
下，姜农们如何克服疫情影响，忙春耕？2月
26日上午，记者随昌邑市现代农业发展中
心主任闫文志到该市北孟镇进行了探访。

2月26日9：30，昌邑市北孟镇魏马村姜
农朱希波从姜田返回家中，在家门口使劲
磕了磕鞋，试图将粘满鞋底的泥磕下来。

此前，受疫情影响，朱希波并未去姜田
进行整地，眼瞅着到了整地的时间，他开始
着急起来，“前两天下了场雨，今天去看了
看，地里还十分潮湿。只能等过两天去处理
去年的姜苗，再抓紧把地整好。”

姜田整得好不好，关系到生姜的产量。
深耕40厘米、起垄、施底肥，农机手的技术
决定了整地的效果如何。对此，朱希波在选
择整地的农机手上十分谨慎，往年习惯于
聘请到本村给其他姜农整地的农机手，或
坐等农机合作社上门推销。

不过，今年来村里推销服务的农机合
作社不见了踪影。“正月头几天还着急，盼
着疫情赶快过去。前几天，村会计在俺村群
里发了条信息，说能线上选择农机服务了，
这让我又有了新选择。”朱希波说。

“他说的就是咱中心前几天推出的
‘春耕农机线上服务中心’。”一旁的闫
文志接过话茬说，为了让农民不出家门就
能享受农机服务，一周前，他们紧急对接
了该市30余家重点农机合作社，推出了
“春耕农机线上服务中心”。

“俺这5户姜田一共120亩，过几天能来
帮我们整地吗？”朱希波尝了个鲜，2月20日
就预约好了昌邑市丰茂农机专业合作社的
姜田整地服务。“早听说他们规模很大、很
有实力，但没有接触过。我照着上面的电话
打了过去，立马就预约上了。”

“订单不少！”当天11时许，在昌邑
市北孟镇杜卢村，昌邑市丰茂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言军
刚接完一户姜农的预约服务电话。今年52岁的李言军，2015
年组建了有着201户社员的丰茂农机专业合作社。据他介
绍，合作社能提供农作物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

头几年，李言军的合作社推广农机服务业务，多依赖于
入村发送传单和维护好老客户。然而，受疫情影响，眼瞅着
春季业务要以“惨淡”收场。就在李言军发愁之时，接到了
闫文志的一个电话。

“说实在话，当时也是心里没底，以为没啥好的宣传效
果。”李言军告诉记者，往年仅姜田整地一项最多也就200
亩的业务，而今年截至目前已经预约了600多亩，通常4月份
才开始忙活的小麦植保业务也已经预约近6000亩。

2月23日，李言军就已经开始前往客户的姜田里开始整
地作业服务。往年正月里，李言军总是要摆上几桌酒席，请
一批种植大户来赴宴，并在酒桌上推销他们的农机服务。如
今，通过线上服务的新客户多了起来，让李言军也多了许多
底气，心里也开始盘算着继续购入
几台收割机、一台烘干
机，准备今年大干一
场。

□ 本报记者 常青

2020年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全面
掀起建设热潮，疫情当前，如何保障工程
施工与疫情防控两不误？近日，记者到我
省重点高速公路项目——— 山东高速京台高
速泰安至枣庄段改扩建工程进行了探访。

京台高速泰安至枣庄段改扩建工程五
标段全长43公里，贯穿滕州市全境。在已
经全面复工的施工现场，一架无人机正在
上方盘旋巡航。承建该标段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面对疫情，项目部创新监测方

法，将原先用于观测泥塘、沟壑等特殊地
形的无人机用于监测工人有无佩戴口罩、
是否在规定范围内活动等，一旦发现问
题，就有工作人员赶往现场处理。

保证施工的前提是人到位，然而疫情防
控最忌人员聚集，为解决这一矛盾，项目部
创新采用了作业面间隔施工与不同工序错
峰施工的新型作业模式。可这样一来施工
效率不就降低了吗？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冯伟表示，项目部已实行轮班
倒制度，原先都是白天统一施工，晚上集
体休息，如今变同时干为分开干。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缺人仍是影响施
工进度的现实问题。对此，山东高速建设管
理集团副总经理侯福金表示，这就需要从

“加人“和“减人”两个层面下功夫。
加人，就是尽可能补充施工人员投入

建设。务工人员经常是一支施工队居住在
同个村庄，针对这种情况，项目部实行
“点对点”包车，在做好防疫基础上，统
一将他们接回。同时积极与当地有关部门
配合，在征求本人同意的前提下，吸纳本
地劳动力加入，仅五标段就已吸纳百余
人。“减人就是更大范围、更高频率地使

用机械换人、采用自动化减人，用预制装
配代替现浇施工，改良施工工艺以减少人
工的方法。”侯福金向记者举了个例子，
一般一个盖梁主筋（钢筋）需要4、5名工
人在现场加工拼接3天才能完成，现在随着
钢筋加工机器人的投入使用，一个盖梁主
筋只需要一名工人操作半天即可完成。

截至目前，山东高速京台高速泰安至
枣庄段改扩建工程进场施工人员已达3200
人，参与施工的各类机械设备1500余台
套。自2月10日复工以来，项目已完成投资
1 . 4亿元，基本达到原计划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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