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任万帅 报道
本报利津讯 3月10日，在利津县陈庄镇

东营市犇鑫农牧有限公司奶牛养殖车间，全
自动挤奶设备正在把牛奶缓缓输送到冷藏罐
内。“公司的原奶销售基本没受什么影
响。”该公司经理李娜说，该公司主要从事
奶牛养殖和原奶销售业务，奶牛从幼牛到产
奶期大约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目前奶牛存
栏量有400余头，每天产奶5000余斤。

产奶期遇上疫情，让李娜慌了手脚。原
奶保质期很短，如果不能及时销售出去，这
每天5000余斤牛奶直接经济损失会达到8000多
元。按规定，从事生鲜乳生产、收购、贮
存、运输、出售等活动的奶畜养殖企业，需
要办理《生鲜乳收购许可证》。李娜告诉记
者：“本来以为受疫情影响办理许可证会很
麻烦，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特事特办’，顺
利解决了我们的难题。”

原来，收到犇鑫农牧有限公司的申请
后，利津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根据相关政策将
现场核查改为“不见面”核查，安排工作人
员“一对一”指导企业填写申请材料，并将
本来需要现场核查的卫生状况、仪器设备、
购销合同等内容整理成图集。该县行政审批
服务局副局长赵海霞告诉记者，经审查材料
合格后，他们暂时为企业发放《临时生鲜乳
收购证》，待疫情结束之后再组织专家进行
现场验收，收回并作废《临时生鲜乳收购
证》。

疫情防控期间，利津县全面推行“网上
办”“掌上办”“预约办”“帮代办”等模
式，线上“一对一”指导企业精准申报各类
事项，通过企业在项目所在地现场定位拍
照，传输项目现场情况等方式，准确掌握项
目现场信息，作出审批决定。在“利津县政
务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开通预约服务、微
信取号等功能，对确需现场办理的事项，通
过提前预约、远程指导企业备齐申报资料，
同时开辟“信用承诺+容缺受理”工程项目审
批绿色通道，最大限度缩短企业群众现场办
理时间，做到即办即走。

企业复工生产“特事特办”，新上项目
上门“帮代办”。东营盈欣建材有限公司准
备上马的装配式建筑产业园项目是利津县
2020年重点项目之一，目前已经办完项目立
项手续，接下来的用地规划、不动产证、施
工许可证等手续会比较繁琐。疫情期间，各
项手续的办理一时间成了企业“难题”。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利津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立即派出工作人员上门服务，帮助公司
理顺了后续手续办理流程。“我们毕竟不是
专业人员，看着用地规划、不动产证、施工
许可证等事项都不知道该怎么入手，经过
‘专家’的指导，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
公司经理王祎鹏说。

“对各类审批手续办理流程一知半解的
企业有很多，导致了同一项目反复准备多次
资料的情况发生。对此我们积极开展‘送政
策上门’活动，对照‘一次性告知书’‘总
体流程图’为企业家、项目负责人介绍各类
手续办理的要点和难点，为项目顺利实施做
足准备工作。”赵海霞介绍。

□记者 贾瑞君 李明
通讯员 谭芳 报道
本报广饶讯 2月28日，一封来自北京的

“特殊”快递邮件送到了广饶县自来水公
司。说它“特殊”，是因为这份邮件里面是
一份价值2 . 67亿元的合同——— 广饶第三自来水
厂合作协议。拿到邮件后，广饶县自来水公
司党总支书记张永涛赶紧拿出合同逐字逐条
仔细阅读，并通过微信视频与邮件的发出
者——— 北控水务集团相关负责人沟通确认，
最终在协议上签字盖章。

去年9月，广饶县通过特许经营项目招标
确定由国有大型企业北控水务集团融资2 . 67亿
元建设广饶第三自来水厂。“春节前夕，北
控水务集团到我县进行了多次考察洽谈，合
作协议基本达成共识，本打算年后签约。不

料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面对面签约成了困
难。”张永涛说，广饶县自来水公司灵活调
整工作办法，将面对面签约改为“线上谈”
“邮寄签”，双方通过电话、微信视频等方
式就合作协议的部分条款进行了再次协商修
改，合作协议确定之后，通过邮寄方式将合
作协议互相签字邮递，完成签约手续。

据悉，广饶第三自来水厂计划投资2 . 67亿
元，建设3 . 5万/日水厂一座，敷设输配水管线
95公里，配套建设水源井、清水池、泵房、
深度水处理、智慧水务系统，实现向县内三
个镇集中统一供水。在此基础上，研究谋划3
座自来水厂连通工程和城乡供水管理机制，
逐步打造“全县一张网、一个公司管到户”
的供水新格局，从“水源头”管到“水龙
头”，真正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广饶第三自来水厂合作协议成功签署，
是广饶县自开展“不见面招商”以来，高质
量推进“双招双引”结出的又一硕果。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该县坚持依托网络、聚
焦重点、创新方式，积极开展“不见面招
商”，确保招商引资工作不断档、不停顿。

3月10日，在广饶县投资促进中心会议室
里，一次招商项目集中会商正在进行。各招
商工作专班对前期梳理的重点招商项目采取
“网上办公、电话沟通”的方式，与相关项
目企业负责人进行沟通联系，详细了解企业
投资动态、项目推进计划、推进需求和存在
的困难，“一企一策”做好项目推进服务，
确保“不因疫情错失一个客商，不因疫情流
失一个项目”。

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招商引

资，广饶县精心谋划做好2020年项目招引工
作。深入实施2020年招商引资工作方案，该
县突出六大任务，落实26项重点工作，明确
时间节点、目标任务和落实措施，确保年内
引进内资到位资金82亿元以上。

广饶县重点抓好招商项目论证机制建
设、专业招商队伍建设和贸易回归3项改革举
措。积极探索疫情防控下招商引资的新思
路，制订《疫情防控期间不见面招商工作方
案》，借助互联网开展项目洽谈和对接，提
前谋划轮胎展期间等重大“双招双引”活动，丰
富活动载体。精准做好推进服务，对招商项目
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定期梳理，列出问题
解决清单，提交全县经济发展重大事项例会
制度和“3+N”重点项目会商机制研究解决，
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在园区尽快落地。

□ 本报记者 贾瑞君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黄 颖 姜侣林

2月26日18时，经过来回近12个小时、四百
多公里的长途跋涉，一辆载着20名郓城县建筑
工人的包车，顺利抵达了东营市东营区理想之
城二号地块项目施工现场。

下车后，工作人员按照程序对所有人员
的健康通行卡、人员信息逐一核对，并进行
体温检测、个人情况登记，随后组织务工人
员进入专门的隔离区办理了入住手续。隔离
期满后，这些工人将被安排到就近的项目上
岗，解决当前工地用工不足的问题。

看着工人们有序进入隔离区住下后，山
东金达源建工有限公司副经理郭丰超一直悬
着的心才放下。“多亏了政府安排的包车把
工人从外地接回来。如果没有这批工人顺利
返岗，项目建设将会面临延误工期、违反施
工合同等问题。”谈及这次“点对点”专车

接送，郭丰超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金达源公司承建的东营区理想之城二号

地块项目总投资2 . 3亿元，按照先前建设时
限，项目将于2020年10月完成主体建设，但受
疫情影响，工人不能及时返岗，年后一直迟
迟未能开工。

2月中旬，东营区从工信、住建、商务等
部门对口选派政策业务骨干担任驻企联络
员，开始为企业疫情防控、复工复产、项目
推进、安全生产提供“店小二”式服务。作
为住建部门的驻企联络员，杨国强在与金达
源公司建立“一对一”直通联系后得知，其
由于工人多居于外地无法在短时间内集中返
岗，导致建筑工地复工率低，影响了项目建
设的进度。“经过详细沟通后了解到，居住
在郓城县的20名工人身体条件允许，可以集
中返岗。”杨国强告诉记者，他通过信息直
报的方式积极协调上级部门争取相关政策，
最终确定了组织“包车”统一接送工人复

工，还通过多种渠道帮助企业招聘工人，让
该项目尽早顺利实现了开工。

记者了解到，为全力支持和推动受疫情
影响的企业复工复产，东营区选派的595名驻
企联络员目前已经实现了“四上”企业全覆
盖。他们坚持“一企一策”，着力解决工业
企业达产率低、建筑工地复工率低、重点项
目开工率低、省外民工返岗率低等问题，协
调强化银企对接，用足用好金融扶持政策，
提供精准化金融服务，为企业复工复产注入
了强劲动力。截至3月9日下午，东营区累计
复工复产企业5197家，复工率达到了100%。

“面对疫情，东营区充分整合现有资
源、精准充实一线力量，累计选派了包括驻
企联络员在内的1140名干部‘进企业、进项
目、进乡村、进社区’，推动区、镇（街
道）、生产单位三方联动，‘点对点’解决
难题，落实落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两手抓”，奋力夺取‘双胜利’。”东营

区委书记成秋林说。
针对区内130个政府投资的重点项目，东

营区从发改部门选派46名业务骨干担任项目
联络员，督促项目单位做到疫情联防联控和
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确保按照时
间节点有序规范、高质高效推进。截至目
前，项目联络员共收集防疫物资短缺、货物
运输不畅、资金不足等复工达产困难问题800
余件，已协调解决720余件。

为密织基层防控网、保障居民正常的生
产生活，东营区则面向全区农村、社区664个
网格择优选派499名熟悉群众工作、综合素质
过硬的干部担任网格指导员，指导持续开展
“地毯式”摸排，协调解决网格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农村，网格员
们抢抓农忙时节，推动有序开展育苗栽培、
农技下乡、病虫害防治等春耕工作；在社区
推进共建共治共享，规范开展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活动，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记者 李明 报道
本报东营讯 3月10日上午，东营市金融辅导员

进驻企业启动仪式举行。全市共组建81支辅导队，从
金融机构中选派251名金融辅导员和76名服务专员，
结对辅导1049家企业。

推行企业金融辅导员制度，是省委、省政府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金融政策支持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政银企合作，
优化企业融资环境，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
动经济金融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东营市
高度重视金融辅导员进驻企业工作，全市共组建81支
辅导队，从金融机构中选派251名金融辅导员和76名
服务专员，结对辅导1049家企业，构建起市县两级金
融辅导体系，为企业提供政策宣传落实、咨询指导服
务、融资策划协调等全方位金融服务。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曹晨 王丹琪 报道
本报东营讯 3月9日上午，山东万得福实业集团

总裁张开勇看着满负荷运转的设备高兴地说：“如果
不是前几天已经到位的3900万元贷款，集团的复工复
产只能是纸上谈兵。”

山东万得福实业集团是垦利区的一家国家重点农
业龙头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产品滞销、
原料供应不足，资金流动性遇到了困难。了解到山东
万得福集团面临的困难后，垦利区立即成立了工作专
班进驻企业，为企业量身定制服务方案，积极协调银
行金融机构与企业对接，仅用三天时间，3900万元的
贷款就顺利发放到位。

垦利区“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金融驰援”，
对全区所有企业疫情期间的资金需求进行摸底，并联
合区内17家银行机构、20家保险公司和9家地方金融
组织，与有资金需求的企业“一对一”精准对接，开
辟审批“绿色通道”，通过无还本续贷、展期、调整
还款计划等措施，支持企业渡过难关。

“对于企业提出的问题，我们规定在4个小时内给
予答复，对于企业新增授信等具体需求，将在5天内
协调银行机构发放贷款。”垦利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局长张爱峰告诉记者，垦利将有资金需求企业的信
息及时推送给银行机构，为银行机构向企业提供精准
服务搭建起了信息渠道。据统计，截至3月2日，垦利
区金融机构已为辖区200余家企业提供了约10亿元的
金融支持，为各类企业优惠减免利息80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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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精准服务 “点对点”解决难题

东营区千名干部下沉一线

不因疫情错失一个客商流失一个项目

广饶县2 . 67亿元的水厂合同“邮寄签”

审批不见面 服务不打烊

利津县“特事特办”解企业难题

81支金融辅导队

结对1049家企业

10亿元金融支持

为200余家企业“解渴”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黄华 张伦 报道
本报东营讯 3月9日，东营市河口区“汇聚新动

能·合作促发展”2020年招商项目“线上+线下”集中
签约仪式举行，10个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的优质
项目签约落户河口区。

此次活动通过“线上+线下”集中签约方式进
行。线上共签约兴河大道建设、高端膜研究院与产业
化示范基地等4个项目，线下共签约东营交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DCC医药中间体转型升
级、中国蓝田“锦绣河口”现代农业示范园等6个项
目，分别涉及农业、工业、交通基础设施等多个领
域，计划总投资额达49 . 3亿元，2020年预计投资额
20 . 9亿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河口区明确招商重点，
创新招商方式，全区各招商部门改“面对面”交流为
“屏对屏”沟通，通过政务网、公众号、微信群等平
台，及时进行招商推介，利用视频连线与客商一对一
联系沟通和服务，推动了一批重大优质项目加速落
地。

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该区树立“企业为尊”
“项目为王”的理念，组建34支企业上门服务工作
队，一企一策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制订复工和防疫预
案，及时解决项目土地供应、资金需求、人员返岗等
问题，推动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截至目前，全区企业
开工率达到100%，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
础。

河口区集中签约10个项目

总投资49 . 3亿元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王刚 报道
本报东营讯 3月5日，一场形式新颖的“双招双

引”云平台推介会在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会
上，开发区与香港天立教育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山东
富润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分别成功“隔屏
签约”，四个项目协议总投资逾11亿元。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水
平，以务实高效的工作推动‘亲商’‘安商’‘留
商’各项措施落地见效。”推介会上，东营经济技术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常淮诚通过直播向各
地的投资商抛出了“橄榄枝”，让远在美国、香港、
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地13个分会场的嘉宾及各
地网友看到了开发区招引的诚心。

据介绍，疫情防控期间，开发区新增在谈项目超
100个，其中有两个项目从签约到开工建设仅用了不
足一周时间。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

超11亿元项目“隔屏签约”

春耕时节，田野里一片忙碌。3月5日上午10点，在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的金丰农场，工人们正利用大型机械为麦田喷洒农药。

□李广寅 王倩 报道

3月8日，广饶县澣翔家庭农场工作人员掰生姜种
准备催芽。广饶县李鹊镇抓住当前气温回升的有利时
机，组织广大农户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强化“三
农”服务工作，备春耕抢春播，加强田间管理，奏响
了农业生产“春之歌”。

□李明 刘福春 报道

□记者 贾瑞君
通讯员 于佳 杨小昆 报道
本报东营讯 3月初，东营市河口区义和

镇大牟村村民代表委托该镇镇长，将一面锦
旗送到中石化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感谢
油田，让我们的蔬菜有了销路。”大牟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李红景说。

去年冬天，在东营市河口区义和镇大牟
村的菜地里，大白菜整齐地堆在地上。原本
指望着年后卖个好价钱，但疫情却突如其
来，眼看着堆在地里的白菜运不出去，菜农

张胜荣一个劲儿地发愁。就在一家人为怎么
“消化”这些白菜苦恼时，2月中旬，转机出
现了。中石化胜利油田多家单位伸出援手购
买了大牟村12 . 5万公斤白菜，不仅解了张胜荣
家的燃眉之急，也解决了全村最大的难题。

大牟村有400多个种植户以种植蔬菜为
主，大部分销往滨州地区。全村每年蔬菜种
植量在50万公斤左右，仅白菜产量就占到六
成，在义和镇算得上数一数二的种植大村。

新冠病毒疫情暴发后，20万公斤白菜断
了销路。随着天气逐渐回暖，这些堆在菜地
里的蔬菜如果再销售不出去，很快就会烂

掉。有着20多年种植经验的张胜荣，今年白
菜收成在3万公斤左右，疫情暴发后，还有一
半的白菜没有卖出去。她算了一笔账，如果
卖不出去，她将损失一万多元钱，“这些钱
是家里全年收入的 1 / 3，是一笔不小的收
入。”

义和镇政府第一时间想到了“老朋
友”——— 胜利油田河口采油厂。而此时河口
采油厂10个管理区44个注采站因为交通管制
正面临着蔬菜采购难题。得知对方情况后，
他们立刻与大牟村取得联系，当即采购了2 . 5
万公斤大白菜。大牟村蔬菜滞销，同样引起

了胜利油田驻河口区其他几家单位关注，东
胜公司、石油开发中心、孤岛采油厂以及河
口社会化服务协调中心等单位，也纷纷伸出
援手，帮助大牟村在内的多个村庄解决了蔬
菜滞销难题。

多年来，胜利油田与地方政府一直坚持
“一家人、一件事、一家亲”的理念，始终
做到互帮互助、互相支持。疫情期间，与属
地政府共同应对疫情，本就是作为国企的责
任。为义和镇菜农解决销售难题，对油田单
位来说，在这个特殊时期解决员工吃菜问
题，也是一种互利双赢。

胜利油田援购12 . 5万公斤菜农滞销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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