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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宝书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张文军 王祝君

3月14日，日照开发区长城日照威奕汽车
项目建设现场，载重汽车来回穿梭，起重机的
轰鸣声不绝于耳。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我们开足马力
赶进度，确保2021年初整车下线的目标顺利
实现。目前，项目四大工艺车间面板安装和车
间地面硬化正在同步进行。”长城日照威奕汽
车项目经理张彦伟介绍。

项目是开发区的“生命线”。当前，在抓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如何更好地服务企业复工复产，
是摆在日照开发区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现在，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防控工
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不失时机抓好复工复
产，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抢回来、补回来。”
日照开发区工委书记杜江涛说。

坚持防疫、发展两手抓，两不误。疫情发
生后，日照开发区建立企业疫情防控工作包
保责任制，对全区105家规上企业，按照街道、
园区及相关部门服务的企业派驻企业指导
员，助力企业破解在防疫、资金、用工等方面
的困难，确保企业复工达产梯次推进、稳妥快
速，实现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档。

为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在明确复工
流程后，日照开发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园的
服务专员第一时间来到长城日照威奕汽车项
目一线，协助施工方提交复工申请、联系防疫
物资、建立防控机制，确保了项目在2月10日
复工。

推动园区各在建项目有序复工的同时，
已建成项目的复工和发展同样需要重点关
注。

“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
行秩序，有序推动复工复产，使人流、物流、资
金流有序流动起来，畅通经济社会循环。”杜
江涛说。

充足的防疫物资储备，是企业复工复产
的保障。为此，日照开发区成立工作专班进驻
日照福瑞德科技有限公司，协调熔喷布、耳绳
等原材料采购，为全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防
护口罩保障。同时，协调解决尧王集团生产消
毒酒精许可手续，保障酒精消毒液供应；组织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加快生产次氯
酸钠消毒液，用于公共场所的消杀；为尧王酒
业、康力生等5家防疫用品生产企业协调争取
基准利率信贷额度7400万元。

“日本、香港的订单紧急，如果员工不能
及时返岗，产能达不到，公司的直接经济损失

将超过1000万元！”一个月前，受疫情防控影
响，大批省外工人无法返岗，订单生产进度受
阻，日照佳苑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志军急
得团团转。

得知企业的困扰后，日照开发区开通“点
对点”专车服务。2月24日，该区发出首批企业
员工返岗直通车，往返4400公里前往贵州六
盘水接回员工。随后，又先后开通往返河南、
云南等地7个批次的直通车，共接回员工200
余人，24名新疆籍员工通过搭乘联合包机返
回。

助力企业复工并非一复了之，还需为其

注入“金融活水”。为破解疫情期间企业发展
的融资瓶颈，3月4日日照开发区召开政银企
合作洽谈会，中国农业银行日照分行等6家银
行与12家区内企业集中签约13笔授信，总额
度超13亿元。

双招双引，从来都是开发区的主责主业。
疫情期间，外出拜访出不去，客商考察来不
了，怎么办？

日照开发区强化互联网思维，通过线上
方式，运用微信、QQ、钉钉等软件密切与客商
的沟通对接，抓牢双招双引这一牛鼻子。2月
26日，吾悦广场商业综合体、中储粮物流仓

储、IOC数字智慧中心、蛇毒蛋白产业园等总
投资72 . 2亿元的11个项目完成集中网签落户。
疫情期间，政务服务“不打烊”。日照开发区倡
导“网上办”和“不见面”审批，每天检查维护
网办系统、自助设备，安排专业技术力量做好
保障，邀请专家上门服务，对材料即审查、即
完善、即规范，对现场即指导、即整改、即到
位。疫情防控期间，日照开发区“不见面”办理
业务38744件。

截至3月13日，日照开发区105家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全面复工，已返岗职工2 . 3万余人，
人员返岗率95 . 4%，企业设备开工率87 . 2%。

□ 本报记者 丁兆霞 吴宝书

他们是宣传员、执勤者，是搬运工、代购员，
还是家教和心理咨询师。他们就是投身日照战

“疫”一线的志愿者。他们就像春的使者，化身一
缕缕春风，温暖着这座城市。

考虑到疫情防控需要，东港区南湖镇赵洪
超、魏宁夫妇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婚后第二
天，他们就带着1000元钱来到村委会，不仅献
爱心还报名加入村里的志愿服务队，在村疫情
检查站点一守就是数天。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我们早已做
好准备，随时听从指挥和调遣！”疫情发生
后，岚山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协会的16名成员
闻令而动，第一时间递交“请战书”，从大年
初一起，就在足有3万余人的官山社区3班轮

岗、全天24小时值守巡查，守护社区疫情防控
的“第一道防线”。

疫情之下，买菜难、卖菜难，一度愁坏了
五莲群众。关键时刻，五莲县文明办、五莲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五莲县志愿服务联
合会、雷锋救援协会启动“蒲公英菜篮子”志
愿服务项目，与农户联系实施上门采购，对外
出不便的居民开通电话订货、微信下单的“宅
家购”业务，并成立“雷锋救援协会配送队”
协助开展点对点无接触配送上门服务，8天就
送菜4万余斤，既解决了居民的“菜篮子”，
又守住了种植户的“钱袋子”。

受疫情影响，原本会在情人节前热销的莒
县招贤镇西黄埠村的扶贫玫瑰严重滞销，农户
们的心血眼看要“打水漂”。得知情况后的日
照市扶贫志愿者协会，联合媒体迅速发起“春

暖花开”网络助农扶贫爱心活动，帮助花农线
上售卖，单日订单突破17万+，迅速解了花农
们的难题。

在东港区河山镇，返乡大学生“一对一”
志愿结对部分贫困家庭学生、毕业班学生以及
奋战前线的医护人员子女，为他们提供学习辅
导，在抗疫一线展现了青年学子的担当。

疫情期间，百姓理发成了一大难题。志愿
者协会就组织理发师上门义务服务。马丽是五
莲义工理发大队的大队长，早在2008年就组织
了几位有理发特长的志愿者到各乡镇敬老院为
孤寡老人们理发、做义工，从最初的两三人发
展到现在的20多人，为全县敬老院、各村幸福
院、贫困孤寡老人和行动不便的人解决了理发
的后顾之忧。

在日照市各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

愿者录制瑜伽、太极拳、心理疏导等授课视
频，在平台开设的“文明实践微课堂”板块播
放，宣传强身健体、居家学习。回乡过年的心
理咨询师志愿者更是常驻文明实践分中心、站
（所），帮助居民缓解恐慌焦虑情绪。

记者从日照市文明办获悉，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阻击战中，日照市统筹协调各级各单位
党团员志愿服务队、专业志愿服务组织和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力量，共组建了2390余支
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队。以防控需求为导向，先后
出动4万余人次，开展基层宣传、一线防控、爱心
帮扶等防控疫情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7800余
场次。同时，发挥各村居（社区）文明迎亲志愿服
务队、文明礼葬志愿服务队“两支队伍”的作
用，倡导婚礼延办、丧事简办，疫情期间全市
共取消各类红白喜事仪式370余场次。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高凌霄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记者3月14日从日照市发改委

获悉，针对疫情给企业造成的现金流不足、资金
链紧张、风险点增加等实际困难，日照市多渠道
保障企业资金需求，为复工复产“解困”“活
血”，为企业平稳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建立企业融资需求清单，分类精准扩大信贷
支持。1—2月份，全市新增贷款余额147亿元，
相当于去年全年信贷增量的78%；增长5 . 8%，位
居全省第二位。其中，对制造业、批发零售、交
通物流等受疫情冲击最大的行业贷款较年初分别
增加22 . 98亿元、38 . 61亿元、5 . 62亿元，连续三个
月正增长；小微企业贷款户数增加353户，新增
贷款46 . 64亿元，占比较年初增加5 . 8个百分点。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高凌霄 报道
本报日照讯 从日照市发改委获悉，该市有

27家企业被列入全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
单，占到上报申请数量的50%，涵盖医用物资、
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信息服务设备、生活物
资、农产品生产和物流运输等领域。

日照2390余支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队投身抗“疫”一线———

“每名志愿者，都是一缕春风”

聚焦主责主业 防疫发展两不误

日照开发区：105家规上工企全面复工

日照新增贷款余额

增长5 . 8%居全省第二

日照27家企业被列入

全国疫情防控

重点保障企业名单

□ 本报记者 丁兆霞

因新冠肺炎疫情整体休业45天后，3月9
日，日照太阳城市场重新开门迎客。

日照太阳城市场曾一度被称为“鲁东南
地区最大的批发市场”，十几年前就实现年营
业额4亿多元。如今，这个有着近千户经营业
户的综合性大市场，仍然是日照市最大的综
合性批发零售市场。

往年正月，日照太阳城市场人流如织，摩
肩接踵。如今，错过了黄金销售期的业户们，
如何整装破局？恢复营业后的太阳城市场，进
去逛逛安全吗？3月13日，记者进行了探访。

9：00至16：00，是日照太阳城市场的营业
时间。早8：56，记者赶到市场南门出入口时，
戴着口罩的商户和前来购买商品的市民已经
排起了一个五六米长的队伍。在市场管委会
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大家各自扫描入口处一
个红色展板架子上贴着的二维码，进行信息
登记。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市场只开放了
南门和北门两个出入口，两个出入口都有专
门人员进行信息登记和消毒防护。除此之外，
市场每天进行两次环境消杀，进出运输车辆
必须消毒，同时要求场内进出人员必须佩戴
口罩；进出货时间也分时段进行，以减少集中
等待时间。

市民刘菲在妈妈陪伴下，来买结婚物品。
“前两天听说市场营业了，今天过来逛逛，置
办些东西。看到管理这么严，觉得很放心。”

才到营业的时间，这个整体三层的市场
内，还少见顾客，但商户们已经忙碌起来了，
搬运、整理货品，打扫卫生、喷洒消毒剂，准备
迎客。

“开业后，一天也就卖十单八单，和以前
没法比。”66岁的路奎英帮儿子在市场的一楼
经营着一家玩具商铺，9点半时开始陆续迎来
自己的客人。

在二楼的服装区，1989年出生的商户卢
燕飞，正在忙着跟线上的客户交流。与邻家的

一些店铺不同，卢燕飞的“潮品店”里，已经不
见厚重的冬装，一些清新亮眼的春装甚至夏
装已经挂满了店铺的三面墙。

“开业第二天，我就上新了！因为年前店
铺里的衣服，我提前通过网络全都卖光了。”
卢燕飞笑着说。原来，大年初六她就把所有的
货物都搬回了家，开始利用抖音、快手直播以
及微信等方式线上售货。“打折、特价促销，用
了4个晚上，我就把所有货都清完了。”卢燕飞
说，幸亏她行动早，一些店铺线上清货清得
晚，一些厚的冬装、棉服现在就清不动了。

三楼的家具区，经营占地170多平方米的
家具店的费洪霞，没能搭上线上销售的快车。

“相比服装，对家具，大家一般不看货不敢买，
所以一般还是实体店销售。除非大品牌，线上
销售会多一些。”

据市场工作人员丁昌盛介绍，市场内近
千家商铺，3月9日当天复工的商铺有762家。
通过这几天的复工情况看，丁昌盛认为，市场
运营“已经逐步趋于正常了。”

日照最大批发市场“开门迎客”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王志 报道
本报日照讯 3月13日，我省首家执行和解中

心在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揭牌成立。
该中心由日照经济开发区法院选拔委派来自

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等调解组织的10名
调解员和律师进驻，开展执前和解工作，促使被执
行人主动履行义务，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当事人
因意见分歧较大无法达成执前和解协议的，再由
立案庭及时登记立案，转入执行程序强制执行。

我省首家执行和解中心

在日照揭牌成立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3月13日起，日照市龙门崮风

景区、浮来山风景区、五莲山旅游风景区、黑虎
山狩猎场、大青山风景区、白鹭湾艺游小镇等6
个A级旅游景区将逐步恢复运营。加上2月29日
已经恢复运营的祥路碧海生态茶园景区，目前日
照市已有7个旅游景区恢复运营，对游客开放。

景区坚持入园必检、先测体温后购票、实名
制购票。实行游客总量控制，日接待游客量原则
上不超过承载量的50%，瞬间流量不超过最大瞬
时流量的30%。

日照7个旅游景区

对游客开放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李红雁 李炎 报道
本报日照讯 3月12日，记者从日照市财政

局获悉，日照市委财经办（日照市财政局）创新
政策推送和落实机制，整合国家、省、市出台的
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政策100余项，建立起“战
‘疫’政策包”线上平台。

据悉，疫情发生以来，国家、省、市陆续出
台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
为了方便企业全面了解、及时查询到适用的政策，
让这些“黄金政策”发挥出“黄金效应”，日照市委
财经办会同有关部门对相关政策进行了全面梳
理，形成综合政策和行业政策12个类别的政策清
单。企业只需用手机扫描二维码或打开网址，便可
查看和搜索各项相关政策。

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有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
相关政策101项，其中包括综合政策61项、行业
相关政策40项，涉及日照市21个部门和单位。

日照推出

战“疫”政策包助企发展

■复工复产日照在行动

□ 本报记者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范为永

“动动手指、手机操作，3分钟，100万
元贷款到账了。多亏有‘服务专员’来帮
忙！”近日，五莲县一家从事生产、销售真
空热管换热器的企业，复工复产后，由于原
材料采购、工资支付等急需大量资金，在五
莲县金融发展服务中心“服务专员”穆德爱
的帮助协调下，五莲县建设银行根据企业纳
税、结算等情况，迅速为其线上申请“云义
贷”，仅仅3分钟，100万元贷款就到账了，
这让企业负责人激动不已。

五莲县坚持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两不
误，专门设立政策供给、企业用工两大类
“服务专员”，面向社会公布服务电话，为
企业全程帮办解难题，提供精准化、专业化
的服务。

此外，为充分发挥“服务专员”纽带作
用，五莲县强化深入企业一线督导调研摸实
情。自2月12日起，启动县级领导包联督导
机制，每位县级领导包联3—5家企业，现场
办公，推介“服务专员”等创新举措，帮助
企业研究解决实际困难。组织工信局、应急
管理局、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等单位组成
6个调研督导工作组，采取“一对一”的方
式，深入企业督防疫、汇问题、送政策，盘
活企业发展动力。目前，五莲县132家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

五莲：复工复产

有了“服务专员”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3月16日至4月16日，日照市文

化和旅游局组织开展“文旅惠民”网络预售抢券
活动，40余家文旅企业的预售票将分别在“一机
游日照”平台和美团同时上线预售。

日照开展“文旅惠民”

网络预售抢券活动

□记者 吴宝书 报道
本报莒县讯 受疫情影响，许多外贸企业资

金周转出现困难，莒县的一些企业却受益于快速
的退税服务，增强了复工复产能力。

山东呈龙服装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外贸服饰
的外向型加工企业，产品全部出口日本。每年
3、4月份，正是春装上市、行情大好的出口旺
季，该公司年前购进了大量的棉纱、面料等，准
备大干一场，却没想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
公司一下子陷入了困境。“我们向税务部门提出
退税申请，当天下午40万元的退税款就到了公司
账上。幸亏有了这笔退税资金，解了我们的燃眉
之急。”公司财务人员唐振华告诉记者。

据悉，为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莒县税务部门开
通了“出口退(免)税快速办理绿色通道”，通过网
上申报、在线审核、容缺办理等“非接触”办理方
式，将退税时间缩短到1个工作日。截至2月底，已
累计为92户外贸企业办理退税4000余万元。

退税提速 企业暖心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张成磊 报道
本报日照讯 3月11日，进入山东港口

日照港东煤南移施工现场，车水马龙，推土
机、大货车、吊车等大型机械争分夺秒地忙
碌着，整个工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大干二十天，确保东煤南移工程一期取料
装船线顺利试车”的红底黄字横幅，醒目地
悬挂在皮带机桁架上。

“受疫情影响，取料装船线建设工期受
到严重挤压，再加上外地施工人员不能及时
返回，物流不通，外购件滞阻，施工压力空
前增大。”已有20多年施工经验的项目经理

陈金文说。
东煤南移项目是山东港口日照港实施新

旧动能转换工程的关键工程，该项目的实施，
将促进港口全面转型升级，对于建设绿色港
口，城港产海融合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项目施工节点，一期卸车线已于
2019年10月建成并投产运营；取料装船线4条
皮带机，要确保于2020年3月底具备投产条
件。

“虽然困难重重，但工期绝对不能拖，
我们誓与时间赛一赛、比一比，竭尽全力把
因疫情影响失去的工期抢回来”。陈金文
说。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山东港口日照港船
机工业港机公司根据并针对取料装船线施工
提出了“想透、说清、干实”六字要求。

复工后，项目部所有人员更是自我加压，
每天加班加点。安全员全部下沉到施工一线，
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整改；技术人员常驻工地
负责协调指导，有问题马上解决，不拖延、不
敷衍，围绕工程共同加快建设步伐。

“东煤南移项目的冲锋号已经吹响，大
干二十天，保障每天高效率运转是我们的誓
言。我们要通过甩开膀子大干，确保工程一
期取料装船线月底具备投产条件。”陈金文
说。

日照港：确保东煤南移项目取装线月底投产

□吴宝书 刘峰
报道

日照市东港区钢
铁配套产业园服务中
心把疫情防控和企业
复工复产作为最紧
迫、最重要的工作任
务。图为在山东中瑞
高端装备产业园内，
产业园服务中心“驻
厂员”黄雷 (右三 )正
在查看企业执行复工
复产工作方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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