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3月5日，寿光洛城街道复盛村，帮

扶干部丁敏到80岁的董全德家，送去了牛奶。“丁敏
像亲闺女一样，春节前隔三五天就来一趟，过年还帮
着我打扫卫生。”董全德说。

复盛村村干部韩俊东叮嘱董全德尽量不要出门，
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党的政策好，干部们帮扶得
好，疫情期间，咱帮不上别的忙，就是不出门，保护
好自己，不给国家添乱。”董全德说。

“疫情防控期间尽量少出门，出门的话一定要戴
好口罩，注意个人防护。”每走进一户贫困户家中，
洛城街道帮扶干部董英丽总会仔细询问困难群众的身
体情况和生活需求等。

帮扶干部丁敏和东刘村党支部书记金树友走进建
档立卡贫困户杜志元的家中，询问生活上有什么困
难。当看到杜志元家中只剩一点儿煤炭时，金树友立
即给老人送来了两袋子煤，嘱咐老人要生好炉子，把
家里弄得暖暖和和的，不要感冒了，注意保护好身
体。

在南纸房村，洛城街道帮扶干部夏文英走访了5
户。每到一户，夏文英都先询问疫情期间生活有没有
困难。一位老人提出想买个电饭锅，另一位想去市里
买治哮喘的药。夏文英立即记下他们的需求，并与村
里协商，帮助解决这些难题。

越是防疫特殊时期，越要时刻关注困难群众。疫
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寿光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不忘关心关爱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面摸排贫困户
疫情防控期间生活保障问题，切实做好帮扶等工作。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3月8日早上7：30，寿光市古城街

道中心小学二年级一班学生房梦莹，听着学习强国平
台上的全国校园抗击疫情歌曲。在“停课不停学”期
间，房梦莹还观看了学习强国中《闪闪的红星》《小
兵张嘎》等电影。

“疫情期间，我们都居家不外出。作为一名小学
生，我们在家学习防疫知识，学习无数‘逆行者’无
私奉献、英勇奋战的精神。”房梦莹说。

“我们班开展了歌唱、手抄报、绘画等多种形式
的活动讴歌战‘疫’英雄。”古城街道中心小学党员
教师王贻芳说。

面对突发的疫情，寒假居家预防，古城街道中心
小学对学生进行爱国、感恩教育以及阅读、劳动、卫
生、体育锻炼等良好习惯的培养。古城街道党员教师
姚爱梅老师根据六年级学生特点，让学生们唱红歌歌
唱祖国，用手中的笔表达对白衣战士的敬佩。

“我校充分利用了学习强国这个平台，发挥党员
教师骨干作用，引导学生观看学习强国中防疫知识、
视频、歌曲等，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战士致敬，为武
汉加油，为中国加油。”古城街道中心小学校长郑法
军说。

□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3月6日下午，寿光蔬菜产业控股

集团与京东物流集团通过远程网络视频的方式，签
订了寿光蔬菜全国供应链及产地加工集配智能基地
项目合作协议。

据悉，双方的合作范围涵盖蔬菜集配智能基
地、供应链网络、供应链系统建设和高端品牌打造
等多个领域。双方将在寿光打造产地集配智能基
地，并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销地加工集配中心。借
助生鲜冷链、干支线、仓运配资源搭建覆盖全国的
蔬菜供应链网络。双方将联手打造集蔬菜分级分
拣、加工包装、净菜加工、多温层冷藏、全渠道订
单发运等功能于一体的集约化、自动化、智能化蔬
菜产地集运基地，并优先建设大湾区菜篮子潍坊配
送中心蔬菜供应基地、寿光果菜批发市场智能配套
基地。同时，在技术合作层面，京东物流依托大数
据、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打造“批
发零售全渠道交易管理+产地销地智能基地管理+全
程运输配送物流管理”三个业务管理平台。

京东物流集团CEO王振辉说，借助寿光蔬菜产
业控股集团的基地、产品、品牌优势和京东物流集
团的供应链、大数据优势，京东物流将对全国供应
链及产地加工集配智能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提供重
要支撑。

寿光蔬菜产业控股集团董事长杨明说，此次与
京东物流集团的合作，双方愿景契合度高，优势互
补性强。双方将共同加快推进寿光蔬菜全国供应链
及产地加工集配智能基地等项目的落地实施，为寿
光和全国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作贡献。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3月9日下午，寿光市纪台镇孟家村，令
欣蔬菜合作社加工车间，孙爱芹正在拆开一
箱箱芸豆，再把芸豆整齐地放进塑料筐内，
塑料筐内放着白色的大张包装纸。“纸张既
能让芸豆保鲜，也能防止芸豆破损，保证好
品相。”孙爱芹说。

在辣椒加工区，刘爱英和几名工人正在
挑选辣椒，整齐理顺后放进塑料泡沫箱内。

工作时，孙爱芹、刘爱英等都开戴着口
罩。工人早上进入厂区要消毒、测试体温，
中午还要测温一次。据介绍，合作社的办公
区、生产加工区，每天消毒两次。

已包装成箱的蔬菜，由李明和2名装卸工
人用推车推到货车旁，三人接力装车。这一
辆车可装载18吨蔬菜，主要有尖椒、芸豆、
茄子、黄瓜、苦瓜、丝瓜、西葫芦等10个品
种。下午装车完毕后，就直接开往上海。12
个小时后，这批蔬菜就能抵达上海。

订单来自上海区域的京东卖菜、盒马鲜
生等电商平台。2月29日晚，令欣蔬菜电商负
责人王荣光接到京东卖菜、盒马鲜生的订
单，随后就发到合作社内部的对接群中。其
中的一个订单就是今天发往上海的，黄瓜7 . 5
吨、茄子1 . 5吨、西葫芦1 . 1吨、长丝瓜1 . 5吨
等。

令欣蔬菜有一个20多人的专业采购团
队。看到订单的详细信息后，采购负责人王
晓东立即安排采购人员去多家蔬菜收购点联
系、组织货源。采购员每到一个蔬菜收购
点，对蔬菜的品质、价格了解后，还要拍下
蔬菜的视频，发到令欣蔬菜内部工作群。

“我们电商对接的都是精品蔬菜，得严

格把关。”王晓东说，采购团队购买的蔬菜
直接运到令欣蔬菜加工点，再次进行加工。

运往上海的蔬菜，令欣蔬菜有明确的要
求：每根黄瓜重量在200克至350克，西红柿
单重约为120克至300克，苦瓜单重约在200克
到300克，胡萝卜单重在250克到300克。

“我们对蔬菜的重量、品相、规格都有
严格要求。这也是之前的一次教训，我们曾
因为蔬菜破相一次损失4万多元。”令欣蔬菜
负责人孟令欣说。

担心蔬菜出现机械伤，对单个苦瓜，令

欣蔬菜的员工都用最大的保鲜膜包装，圆
茄、长茄的茄柄都切到最小，每个都用纸包
着。对丝瓜，也是采用单个包装。

2016年起，令欣蔬菜开始探索网上销
售。今年春节前，令欣蔬菜网上销售达50吨
左右。春节过后，受疫情影响，令欣蔬菜网
上销售大增，平均每天网上订单达200吨。
“我们有绿色通道，服务周边3000多菜农。
菜农卖菜，收购点收菜，运输都通畅。我们
现在每天运到上海、浙江3至10车蔬菜，日均
在150多吨。”孟令欣说，线上销售已远远超

过线下销售。
除了网上对接浙江、上海等地，令欣蔬

菜还供应济南、潍坊等地的大超市。
目前，孟令欣正在谋划两个项目。一个

是中央厨房项目，土地规划手续正在审批
中。另一个是蔬菜智能自动化分拣仓项目，
为电商蔬菜经营提供便利。“今年这两个新
项目投产后，我们的蔬菜经营将上一个新台
阶。”孟令欣说。

据了解，为保障菜农利益，寿光市各大
合作社纷纷调整销售方向，采用线上销售的
方式，走出蔬菜销售新路子。

3月9日，在寿光市洛城街道天合圆蔬菜
专业合作社的包装车间内，工人们在一边打
包装箱，一边在拼多多直播平台与粉丝进行
互动。合作社负责人丁连海告诉记者，线上
销售不但有现摘现发、产品新鲜的优势，而
且没有中间商，价格更加优惠。目前，天合
圆的水果黄瓜、水果萝卜、樱桃西红柿、冰
草等果蔬销售火爆，日订单300至500件，日
销售额2万余元。

“现在快递基本都开始了，全国各地的
订单越来越多，销售量呈上涨趋势。经过这
次疫情，我们线上销售的优势更加明显。”
丁连海说。

位于寿光市稻田镇的亮泽果蔬专业合作
社，日均接收订单8000至10000单。目前，该
合作社销售的果蔬品种主要为春季应季的羊
角蜜甜瓜、西周蜜、贝贝南瓜等网红品种。

“除了在天猫、拼多多等平台设立网
店，通过微信团购、微商代理等形式进行销
售外，我们还采用了网红直播带货的方式，
目前销售额大幅上涨。”亮泽果蔬电商销售
负责人付博琳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李伟娜

近日，寿光铁路公园内的迎春花开了，
一蓬蓬嫩蕊鹅黄摇曳生姿。迎春花丛旁，园
林工人赵金林和同事正在对碧桃、紫叶李等
花木进行春剪。不远处，还有一名园林工人
正拿着水管，对花木进行返青水的浇灌。

“我们按园区或路段详细分了片，每片
再分组，有的负责防疫消杀，有的负责绿化
养护。我负责修剪，就是在开花前把病枯
枝、重叠枝剪去，这样开花又大又好看，树
木长势也好。”赵金林说。

疫情当前，寿光市园林建设集团在做好
公园游园消杀防疫工作的同时，抓住当前各
类绿化苗木返青生长的关键时机，科学安排
春季绿化养护管理工作，因地制宜，分散作
业，分类施策。针对不同区域内苗木品种、
类别和习性，制订相应的养护管理方案，有
序推进春季绿化养护管理工作。

3月7日上午，寿光市农圣东街南侧辅道
内，园林工人们正在对法桐树缠胶带防虫
害，两名工人间隔五六棵行道树。李中芝一
手扯着胶带卷，一手压实，绕树转一圈儿，
胶带便牢牢地粘在树干上。“在离地1 . 2米高
的树干上缠一圈胶带，害虫就爬不到树上去
了。然后我们再定时进行喷药，杀死害
虫。”李中芝说。

自2月11日起，寿光园林建设集团启动春
季绿化管理病虫害防治工作，采取给树木缠
胶带、对苗木喷洒石硫合剂、人工清除斑衣
蜡蝉虫卵等办法进行虫害防治，力争将病虫
的危害程度控制在最低水平。

现代游园内，园林工人清理草坪及灌丛
中的枯枝落叶。他们先把凌乱的落叶用耙子
搂成堆，然后打包等待清运。寿光园林建设
集团加强对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及道路绿
化带内纸屑、枯枝落叶的清理，做到日产日
清，并加强绿地内监察巡查，确保环境清
洁，消除绿地火灾安全隐患。

3月7日下午，寿光市金海路北段绿化带
中，园林集团仓圣养管中心组织20多名管理
人员参加苗木修剪现场培训，仓圣公园管理
员王秀华认真听老师讲解。

“近期集团组织的培训学习让我受益颇
多，前几天单位还邀请园林专业老师采用网
络开课的模式培训，拿出手机进入系统就能
听课。通过培训，我找到了不足，提升了业
务水平。”王秀华说。

寿光园林建设集团制订了41个学习计
划，通过网络自学、微信交流、视频会议、
邀请专家网络授课及绿化现场讲解等多种形
式开展培训，参与学习的达300余人次。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3月6日，寿光市羊口镇，山东金英利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溶剂法纤维素纤
维项目生产线正在运行。经长期科研探索和
技术攻关，该项目于2019年12月31日一次性
试车成功，成为国内首家拥有莱赛尔纤维非
原纤化工艺、首家具备莱赛尔纤维智能制造
数字化生产线的企业。

“新溶剂法纤维素纤维是一个高科技项
目。它用生物基做原材料，通过物理法生成
纤维，是目前最高档的人工纤维。因为生产
过程清洁、环保、安全，产品没有残留，可

以与任何的纱线做混纺，所以被誉为二十一世
纪的新纤维。”金英利副总经理李玉波说。

金英利公司成立于2018年，是一家集纤
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研发、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国有控股企业，主导产品为莱赛尔纤
维，又称新溶剂法纤维素纤维。据介绍，现
在金英利和英利实业共具有新溶剂法纤维素
纤维3万吨的产能。

“现在整个生产线正在调试。从今年开
始到明年，将利用两年的时间，筹备第二阶
段的任务，第三条线和第四条线年产量是6万
吨。我们计划投资8个多亿，明年年底投
产。”李玉波说。

2月12日，寿光的金英利新溶剂法纤维素
纤维和丹河设施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两项
目，入选山东2020年省重大项目名单。

在丹河设施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中
国蔬菜小镇项目），高9 . 5米的新式新材料日
光温室内，不同品种的作物由物联网系统统
一管理。据了解，此类温室是由蔬菜小镇自
主设计建造而成，是目前国内仅有的新式新
材料大棚。

“我们引进集成了日本精细农业、荷
兰温室建造技术、意大利工厂化育苗装备
等世界一流的设施农业装备和生产管理工
艺。与传统的日光温室相比，土地利用率

提高30%以上，生产效率提高50%以上。”
寿光蔬菜小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
晓梅说。

据介绍，寿光蔬菜小镇项目占地9787
亩，瞄准寿光蔬菜产业向“标准化、品牌
化、组织化、智慧化、融合化”五化发展的
总方向，全面推行产供销一体化的订单生
产，年产优质蔬菜6 . 1万吨。

“项目的实施，将破解一家一户分散种
植、标准落地难的问题，推动蔬菜产业向园
区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实现蔬菜产业
由数量向质量转变，提升寿光蔬菜产业高质
量发展水平。”马晓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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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花开养护忙

寿光两项目入选省重大项目

对接生鲜平台，网上直播带货

寿光菜线上销售爆发式增长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3月7日，寿光齐民思酒业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内，两条生产线全线
开工，工作人员正在加紧生产不同规格的
75%酒精消毒剂。

“目前，我们75度酒精消毒剂日产量达
到1 . 5万桶，现在全福元、中百各门店、齐民
思4个门店都有产品投放。”齐民思酒业副总
经理张丰恩说。

前期，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齐民思酒
业计划生产疫情防控所需液体消毒剂，急需

申请复工，并办理变更经营范围。得知这一
特殊情况后，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商事经
贸窗口立即组织业务骨干，对企业生产防控
急需用品的申请开设绿色通道，特事特办，
协助企业快速办理相关审批业务。

“网上申报预批和线下推进同步进行，简
化了相关手续，提高了效率，两个工作日的时
间就为我们公司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张丰
恩说，同时洛城街道安环办对齐民思酒业进行
了审核，帮助办理企业复工手续。

为保障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供应，寿光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紧紧盯住疫情防控重点物资
生产企业新上项目、新增产能，开通防疫项
目“特事特办”行政审批绿色通道，全力以
赴促生产、保防控。“采取网上申报预审、
线下同步推进和容缺受理的方式，组织相关
科室业务骨干对企业生产防控急需用品的申
请开设绿色通道。”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商事经贸科负责人任峰说，目前寿光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已为齐民思酒精消毒液、默锐84
消毒液、千榕家纺口罩办理了营业执照变
更。

对防疫项目，寿光开启绿色审批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在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的前提下，寿光园林建设集团的工人们在对树木进行养护。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市纪台镇孟家村，令欣蔬菜合作社加工车间内，工人在对收购来的蔬菜进行分拣、包

装。
疫情防控，

贫困户有人帮

听战“疫”歌

树爱国心

寿光蔬菜

搭上京东物流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肖晶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期，寿光市人社

局实施用工监测网、线上招聘网、服务保障网“三
网”联动，全力帮扶企业平稳复工。

建立用工监测网，全面掌握用工需求。寿光市人
社局与工信局建立信息共享制度，重点做好规上企业
的用工监测。对重点企业、重点项目，落实对接包靠
制度，及时摸清摸准企业用工难题，采取有针对性解
决措施。目前寿光市347家规上企业员工总人数8 . 27
万人，已返岗6 . 43万人。

拓宽线上招聘网，广泛发布就业信息。寿光市人
社局利用网站、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为有用工需求的
企业发布招聘信息，3800人与企业达成用工意向。建
立高校毕业生求职微信群，举办首届大型电视网络招
聘会，近2600名求职者与招工企业达成就业意向，已
有200多人走上工作岗位。

强化服务保障网，全力维护正常复工。寿光市人
社局积极落实各项政策，加大援企稳岗力度，支持企
业不裁员、少裁员。借助网络平台提供线上理论培训
课程服务，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学、不停训。

寿光市人社局：

“三网”联动保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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