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2020年3月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刘田

电话:(0531)66601249 Email:jnxw@dzwww.com

连轴转了一个多月，平均每天工作近20小时———

张立春：“别怕，我先上！”

□记者 王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你受伤的胳膊，是最坚强

的臂膀。你剪短的头发，是最出彩的模样。你
是营市街里一道不凡的虹，你是抗疫战场里，
奋进的脊梁。向出彩人，致敬！”这说的是槐
荫区营市街街道营市西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孔凡红。去年12月，她意外摔断左胳
膊，术后两周就回到了工作岗位。因为疫情，
原本可以稍作休息调整的春节，成了最忙的
“假期”。

“疫情期间，不允许堂食！”“大哥，出
门得戴口罩！”

3月1日早上8点多，雨后的济南有些阴
冷，不过路上的行人明显多了。去居委会的路
上，孔凡红挨个查看营市西街各小吃店、果蔬
店的防疫情况。随着商铺陆续开张，这成了她
每天早上的“必修课”。

该社区共3868户11000余人，其中，党员
260多人。早上8：40孔凡红走进居委会，正好

有老党员过来捐款，她开始登记。
孔凡红时不时地捏捏戴着粉色棉套袖的左

胳膊，肿胀得厉害。她桌子上的蓝色吊带，本
是用来固定受伤的左臂的，但现在她忙得基本
顾不上用。去年12月14日，她意外摔伤，左臂
粉碎性骨折，缝了13针。术后两周，放不下工
作的她，跟家里说到居委会去看看。谁知，这
一看，就再没停下来。为了方便工作，她还剪
去了长发。

年三十儿放假，同事们没给她排班，想让
她好好歇一歇。但因为疫情，放假当天就开始
排查武汉返济人员，大年初三就正式上班了。
“从那时到现在，我就2月26日轮休了一天，
街道强制让休。”孔凡红说，刚开始排查任务
重，每天下班都得晚上9点以后。

2月1日晚，接上级通知，营市西街有确诊
病例密切接触人员，需要送往106医院进行集
中隔离观察。由于对方还有3天就出隔离期，
她的家人有一些抵触情绪。孔凡红在微信里和

对方从晚上9点一直聊了两个小时，又是语音
通话，又是发信息。第二天一早，她不但帮忙
协调120车辆，更不惧感染病毒的危险，进入
留观点近身陪同，直到将其安置好。

由于活动不便，同事经常会帮孔凡红倒杯
热水。但很多时候，这杯水直到中午她都喝不
上，“忙得想不起来。”

一上午，解答居民问题、办理健康证明、
登记党员捐款、完善排查资料、协助辖区养老院
迎接相关部门防疫检查……她一刻不得闲。

11点多，营市西街检查点换岗之前，她过
去帮忙。中午人流车流量都很大。

“孔主任，我再去发动其他志愿者来执
勤！”60岁的楼长黄红燕被孔凡红感动，志愿
到检查点执勤。而别的居民看到腰不是很好的
黄红燕在执勤，也被感动了，也想来出一份力。

有这些“小巷总理”带头坚守在社区防疫
一线，更有大批志愿者和下沉干部加入，相信
春暖花开时，战“疫”定能胜利！

“小巷总理”社区防疫跟访记

□ 本报记者 段婷婷

位于章丘区齐鲁科创大走廊桥头堡位置的
中白新材料产业园，自2月16日复工以来机器
轰鸣、热火朝天（上图）。这是山东首个M0(新型
产业用地类型)项目，园内样板工程计划6月份完
工，15万平方米的一期工程年底交付运营。

中白新材料产业园于2019年10月开工，如
今7栋建筑已拔地而起。“章丘区委、区政府
帮助解决了项目建设需要协调的十多个问题，
使项目提前半年开工建设。”负责该项目的山
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兆波介绍。

据悉，该项目占地369亩，总投资12亿元，
全部工程计划2022年建成，由山东华凌电缆有
限公司联合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山东省科学
院、济南轨道交通集团等企业共同打造，园区

将打造以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科技研发为主
的产业链协同创新联合体。建成后将形成产品
研发生产、中小企业孵化等功能为一体的第四
代新型产业园区，结束我国汽车、轨道交通领
域高性能尼龙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中白新材料产业园是省、市双重点项目。
“M0用地的性质决定了园区50%以上的物业由
园区自持。”项目执行总经理孙小兵介绍。园
区将充分发挥M0项目优势，同时引进咖啡
厅、餐饮中心、电影院、运动场等配套设施，
让年轻人喜欢来，待得下。“在济南打造一个配
套齐全、绿色节能的花园式智慧园区。”

华凌电缆从企业需求出发，形成一套“七
减一加一支撑”的标准化服务模式。“七减”
即成立接待服务、机加工、财税管理、仓储物
流等七大共享中心。为企业的生产、行政、财

税、人力、安保、后勤保障、仓储物流等方面
减少运营负担。

“一加”即是通过园区专业管理团队，帮
助企业做市场推广，扩大企业影响力。“一支
撑”即园区拥有山东省第一家股份制产业研究
院，将为进驻企业提供全方位科研技术支持。
据介绍，这将帮助入园中小微企业降低运营成
本达20%，同时提高运营效率。

据介绍，园区充分发挥M0项目优势，建
成后将处处是风景，同时引进咖啡厅、餐饮中
心、电影院、运动场等配套设施。

“目前园区正在建设样板工程七个单体，
约5万平方米，预计今年6月份部分标准化厂
房、研发厂房就能交付使用。”孙小兵介绍，
目前，已经签约包括世界500强外资企业在内
的6家企业。

□记者 王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刘局长，我们刚又签了50

台口罩机，现在供应链不足，您能不能帮我们
再找找？另外，我们还缺200多个工人。”2月
28日中午，刚吃了几口盒饭的施乾平接到汇
报，立马放下筷子拨通了槐荫区经信局局长刘
晓菡的电话。这一天对于德迈国际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施乾平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
筹备了一个月的口罩生产线即将开始试生产，
第一批口罩机投入市场。

2月28日上午，经过测温、登记，记者来
到了位于槐荫区的德迈信息产业园。园内山东
华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二楼生产车间的一角，

技术人员正在调试口罩机，他们已经20多个小
时没睡觉了，就为了当天的试生产。两台口罩
机日产能可以达到25万只。按照计划，50台口
罩机3月20日前将全部到位并投产，预计口罩
日产量将超500万只。

说起德迈的转产，最初只是因为一个电
话。1月26日一早，施乾平接到了刘晓菡的电
话：口罩等防疫物资严重不足。

第二天，德迈集团董事会就作出了两个重
要决定：筹建“山东华纳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筹备医用及民用口罩的生产；金恒丰科
技筹建“山东德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全力
研发及打造高速全自动口罩机。

“疫情过去之后怎么办？”刚开始不是没
有质疑声。但董事会很快达成一致：这件事利
国利民利己。疫情过后，山东华纳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除保留合适产能的口罩生产线外，将重
点转向核磁共振成像设备、彩超、B超、X光
机等专业医疗器械研发生产业务，预计3年内
达到年产值20亿元。

随后的日子里，德迈开始跟时间赛跑：建
厂房、订购口罩机、采购熔喷布、鼻梁条等口
罩原材料……

2月25日晚，首批两台口罩机运抵济南，
开始调试。“这两台机器能运来，有赖于我们
广东分公司，十几名工作人员24小时轮流盯在

那里。”施乾平说，他们的第一批口罩机2月
28日投入市场，预计3月份全部投产后，当月
可生产500台全自动平面口罩机。

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不但为企业争
取融资与设备购置补贴扶持政策，还开辟绿色
通道加快企业相关资质办理进程。槐荫区经信
局联系济南8家企业对接德迈，为其解决零部
件供应难题；槐荫区人社局和附近街道办事处
帮忙招聘工人。

这就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转产过程。尽管因
为疫情，德迈集团国内外订单业务受到影响，
但上马口罩生产线和口罩机，对他们来说，除
了机遇，更是担当。

从决策到日产25万只口罩仅用一个月

一个民营企业的战“疫”转产记

□ 本报记者 张鹏程 申红

这是一场与病毒抢时间的赛跑。自疫情防
控工作开展以来，作为最早一批参战的“战斗
员”，济南市市中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
长张立春自1月中下旬便开启“连轴转”模
式，如今他已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一线连轴转了
1个多月，平均每天工作近20小时。

为担当者“担当”，目前，该同志已被区
里火线提拔为一级调研员。

记者见到张立春的时候，他忙得几乎没时
间接受采访。“时间就是生命，我把手头这个
社区的疫情材料总结一下，他们的疫情联防可
以做成样板在区里推广。”

由于同时担任市中区新冠肺炎处置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和疫情防治组专职副组长、一线
医护人员后勤保障组专职副组长，58岁的他常
常白天在现场，晚上11点会议结束后再工作到
凌晨三四点研究任务落实。

“别怕，我先上！”张立春的同事说这是
他与疫情“零距离”战斗时最常说的话。

“1月27日晚上，我接到通知，辖区确诊1
例新冠肺炎患者。”张立春回忆起当时的情
形，“大概夜里11点半，我立即赶到患者家
中，把一个97岁的老人和一个10个月大的婴儿
在内的7名密切接触者安全护送到集中留观
点，悉心指导办事处对二次密切接触者进行全
部居家隔离。”

在处理“居然之家年会”事件中，连夜将
12名密切接触者转移到集中留观点，当送完最
后1名密切接触者的时候已经凌晨五点半。

“根本顾不上休息，第二天需要跟上的事还有
更多。”

在张立春眼中，抗“疫”一线不论生死，
关键时刻要挺身而出。在公与私、工作与个人
的天平上，他从不吝惜奉献。没有休息日，工
作起来不分白天和晚上，忙起来经常连吃饭的
时间都没有，巨大的精神压力，超负荷的工作
强度，张立春毫不在意，“我们不顶上，谁
顶？”

在市中区，像张立春一样火线提拔重用的

干部还有9名，自除夕开始一直忙碌在督导检
查、上下协调、后勤保障等战线的张志杰重用
为街道办事处主任；主动请战火速驰援湖北的
冯玉钰聘为主治医师；不畏严寒、不怕危险在
高速收费站、火车站24小时坚守的马成晋升为
一级主任科员；收集上报动态信息3000余条，
每天接打上百个电话仅休息三四个小时的“女
汉子”赵凌云提拔为街道应急管理办公室副主
任……市中区火线提拔重用10名在疫情防控一
线表现突出的干部，把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考

察识别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试金石”和
“磨刀石”，第一时间制定《关于在疫情防控
阻击战一线考察识别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实
施方案》，用正向激励为担当者担当、为实干者
鼓劲，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以火一般热
情、铁一般意志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提到被提拔后的心情，张立春说，首先是
感激。感激组织对他的信任。其次是坚定。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组织提拔了我，意味
着我的担子更重了，我会始终冲锋在一线。”

□记 者 赵国陆
通讯员 武希刚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疫情防控期间，莱芜区雪野
镇安子湾村的贫困户王秀兰、毛利营，分别因
为开颅手术和重度脑瘫住在医院，几天前，村
“两委”干部赶到医院看望他们，并各送去
1000元现金以及牛奶、鸡蛋等慰问品。

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贫困户的生活不掉
队，该村29名党员帮包12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每名党员联系3-6户，通过电话、上门等方式了
解贫困户的生活状况，及时解决困难和问题。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莱芜区扶贫系
统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区扶贫办第
一时间下发《关于做好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疫
情排查工作的通知》，106名扶贫干部深入疫
情防控第一线，进农村、下社区，迅速组织对
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疫情排查，每天上报。

莱芜区高度关注脱贫享受政策人口，特别
是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等生活自理能力差的特
困群体。75个省级、市级贫困村成立由村“两
委”牵头、党员和志愿者参与的队伍，形成横
到边、纵到底的疫情防控网络。

实行镇级领导干部包片、机关干部包村责
任制，充分发挥全区213名第一书记、驻村干
部、乡村振兴服务队的作用，深入村居。全区
11986户贫困户均有其本村党员联系，确保村不
漏户、户不漏人，筑牢疫情防控期间贫困户的
保障线。

各镇(街道)依托各自优势“八仙过海，各
显其能”。莱芜区口镇以“幸福积分”扶贫超
市为依托，募集抗疫生活物资，筛选慰问了
100余户重点贫困户。张家洼街道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中，年龄大、行动不便的多，除了定期
上门探望，为生活必需品短缺和采购有困难的
贫困户提供代购送货服务外，还向年满70周岁
贫困户发放方便面、口罩等。

高庄街道、牛泉镇、羊里镇等将“扶贫
专岗”变成“防疫专岗”，组织为贫困户消
杀、代购送货。口镇贫困户主动加入疫情防
控工作的有59人。还有不少村里的贫困户主
动争取成立了服务队，承担起全村消毒、站
岗执勤的工作，为疫情期间缺少人手的扶贫
大棚增加劳动力……抗击疫情和扶贫攻坚没
有旁观者。

疫情防控不断档

脱贫攻坚不停歇

中白新材料产业园样板工程将于6月建成

□记者 申红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月25日上午，2020年济南市

中区重点项目建设推进大会举行。据了解，今年

以来，市中区一边战疫情、一边抓生产，8大类
89个重点项目全面统筹推进。

重点围绕兴隆、十六里河、党家、白马山等

四大拆迁供地主战场，积极推进大涧沟安置二

期、党家绿色智造小镇等15宗面积2000余亩、计

划实现120亿元土地收入的供地项目；加快完成

济南市轨道交通、城际铁路调度指挥中心等市级

重点项目的房屋征收工作；加快推进实施小梁庄

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策划启动柏石峪区域内石青

崖旧村改造和党家片区党东、党西旧村改造；实

现15个项目21个村居共约2万套4万余人的回迁安

置工作；加快推进双龙、马家庄等6个项目4800

套安置房的开工建设任务；切实抓好35所教育设

施的续建、开工工作；完成岔路街、公立街平房

区等4个零散棚户区153户居民正式协议签订，启

动皖新街平房区等3个零散棚户区142户居民搬迁

改造工作；全力推动济郑高铁、大涧沟路等16条

市、区重点道路的拆迁建设任务。

市中区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力做好服务

企业的“店小二”，帮助企业找出问题、解决问

题，全天候、全时段随叫随到；积极推进各项开

工复工政策措施落地落实，链接劳动力和市场、

银行与企业，切实以用工、融资、物流等方面的

有力支持，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济南市中区89个重点项目

全面统筹推进

□记者 田可新 通讯员 战允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2日，济南国际金融城产业

金融集聚区项目施工现场，已是一派紧锣密鼓的
建设景象。历下区全面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和复工
保障措施，目前，以“山泉湖河城”五大超高层
为代表的济南国际金融城产业金融集聚区18个重
点项目全部实现开复工，复工率100%。

以“山”为例，即绿地山东国际金融中心
(IFC)项目。“我们于2月11日在五座建筑中率先
取得复工许可，已经吹响了复工复产、加快项目
建设的号角。”该项目负责人邵凯告诉记者，在
历下区的大力支持下，他们相继完成了租赁宾馆
为隔离区、办理健康证明、点对点包车及核酸检
测等步骤，目前已全面穿插各专业复工，开始实
施混凝土浇筑、钢结构安装和二次砌体等工作，
目前已施工至35层。

记者随后从历下区住建局了解到，华润A1
地块超高层写字楼，即“泉”，现已施工至13
层。复星超高层写字楼，即“湖”，2月23日复
工，正进行土方、支护施工。平安金融中心，即
“河”，目前主塔楼施工至地上9层。中信泰富
中央商务区项目，即“城”，目前处于基坑支护施工
阶段，目前正在进行基坑支护及土方工程作业。

目前，历下区复工企业总数达到7645家，累
计开工人数88525人。

“山泉湖河城”

五大超高层项目开复工

□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江荣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体温正常，通行证已登记，

出门请您注意防护，谢谢！”2月16日早上，在
历城区华山街道东杨村的检测卡点，张建文正在
测体温，赵月登记信息。他们两个是志愿者中的
夫妻档。

在历城区的村居出入口、高速卡口、交通场
站等，像他们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历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7586
名志愿者积极响应，踊跃参战，深入村居和高速
路出入口、交通场站，开展了“病毒无情 志愿
有爱”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用“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凝聚起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强大力量。

“在疫情防控中，我们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的作用，坚持本地化、社区化、就近就
便原则，组织广大志愿者参加疫情防控工作，用
志愿服务精神凝聚人心，为市民群众生命健康筑
起坚实屏障。”历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苏凤亮
说，广大志愿者积极响应号召，主动到所在社区
居委会报到，帮助社区做好宣传、排查等工作。
线上线下一起发力，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关注度。
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悬挂条幅9192条、推送和转
发信息8611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92 . 09万份。

为保障群众正常生活需求，历城区各村居文
明实践站积极对接商场超市，推出了“微信+网
购+配送”的一站式服务，通过村民微信点单、
实践站制单、商城超市配单、志愿者送单等方
式，让群众与配送员在零接触中吃到新鲜蔬菜。
对年龄大的群众家庭，志愿者还会帮助下单。

历城区7586名志愿者

奋战“疫”线

□记者 王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战“疫”正酣时，开工的号角

再次在济南西部新城吹响。2月28日，槐荫区
2020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德迈国际信息产业
园举行。据了解，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15个，总
投资126亿元，涉及医疗康养、智能制造、商务
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等领域，其中
与医学科学中心有关的项目近半。

华纳医疗口罩生产项目总投资1 . 5亿元，未
来将建设50条高速全自动口罩生产线，全部投产
后将达到口罩日产量500万只；山东永芳日用品
有限公司新增口罩设备生产线4条，卫生湿巾生
产线7条，项目投产后，预计日产口罩50万只，
年产卫生湿巾20亿只。

槐荫两口罩生产项目开工

将实现日产550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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