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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剑桥 姜斌

防疫发展“两手抓”

转型转产，奋力突围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滨州市委、市政
府防疫发展“两手抓”，迅速形成全党动
员、全民发动、全社会参与、群防群治的
工作格局，构筑起一道阻击疫情的“钢铁
长城”。

疫情发生后，为应对防控一线对防护用
品的迫切需求，山东魏桥创业集团紧急转
产，并科学预测疫情后的市场需求，研发抗
菌防病毒纺织品。旗下山东向尚服饰文化有
限公司克服原材料供应和生产人员紧张等
困难，研发出了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新款一
次性口罩。口罩成品经过医用紫光灯照射杀
菌，佩戴安全严密，防护性能强。目前，该一
次性口罩生产线产能达到日产5万只。

3月8日，在博兴县香驰控股，负责人
告诉记者，各分厂已满负荷生产。香驰控
股旗下粮油公司、御馨生物公司早于2月1
日开机复工。为了给企业复工复产创造便
利条件，博兴县交通运输局、县工信局用1
天时间为健源生物、御馨生物200余部运输
车辆办理通行证。

香驰控股利用自身产业和产品优势，积极
开展外贸进出口业务，最大努力化解疫情带来
的负面影响。旗下粮油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大
豆进口额预计为2 . 1亿美元，同比增加90％；御
馨第一季度预计出口额为1906万美元；健源第
一季度预计出口额为704万美元，预计第一季
度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4%，逆势上扬。

开拓发展新空间

打造经济新亮点

惊蛰已过，万物复苏。3月6日，渤海先进
技术研究院（一期）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
立，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现场工
人的忙碌场景如火如荼、有条不紊。

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可以说是滨州打
造渤海科创城的开山之作和重要引擎，是滨
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富
强滨州建设的战略举措。

据了解，目前开工建设的一期工程项
目，占地约24 . 8公顷，总建筑面积约39 . 00万
平方米，投资约23 . 8亿元。研究院建成后，以
立足环渤海，辐射京津冀，服务全国甚至全
球企业为目标，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管理，集

“产、学、研、居、服”于一体，利用信息技术和
大数据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交易和推广，
依托当地产业发展需求，建设众多研发中心
聚集成研究院，吸引众多企业和研究所进
驻，多方位全面融合发展，助力地方新旧动
能转换。

目前，已征集市内外有进驻意向企业科
研机构50余家，有进驻意向的服务机构60余
家。

总投资739 . 2亿元

87个项目集中开工

作为全市的“牛鼻子”工程，渤海先进技
术研究院仅是今春滨州市集中开工建设的
重点项目之一。

2月24日上午，滨州市“双招双引”重大

项目开工仪式举行。据悉，此次集中开工的
87个项目是今年滨州市第一批开工项目，总
投资739 . 2亿元，今年计划投资324 . 8亿元。其
中，总投资10亿元以上的项目25个，总投资
500 . 02亿元。按项目分类，新旧动能转换项目
54个，总投资427亿元；“双招双引”项目33个，
总投资312 . 2亿元。87个项目中，产业类项目
54个，年度投资占比58 . 2%；城建类项目11个，
年度投资占比16 . 3%；基础设施类项目14个，
年度投资占比15 . 2%；科教类项目8个，年度
投资占比10 . 3%。

开工仪式上，滨州市委书记佘春明说：
“大家要把工地变为阵地，现场变战场，进度
变为尺度，迅速掀起大干快上重大项目的新
高潮。”

同时，根据山东省政府下达的2020年省
重大项目名单，滨州市提报的17个项目被列
入其中，项目总投资379亿元，2020年计划投
资98亿元，入选项目个数居全省第九位。

用心用力帮扶企业

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人勤春来早，春耕正当时。在阳信县润
元智慧农业产业园项目区内，技术员正忙着
给刚刚从江苏调运来的800棵“阳光玫瑰”葡

萄树进行临时栽培。
2月9日，该项目复工后，阳信县商店镇

党委副书记张树柯任驻企服务员。他充分利
用微信群、一封信等形式，及时宣传疫情防
控信息，在线上发动农户积极投入春耕备
播。阳信县对50个省市县重点项目实施“五
个一”帮包工作制，全面设立驻企服务员。

为进一步推进项目开复工，滨州市调整
完善了“1+7+7”经济运行调度机制（1个重大
项目推进指挥部，7个经济运行专班，7个巡
回督导组），继续落实市级领导帮包责任，建
立驻企服务员制度。在全市范围内，筛选出
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一期)项目、魏桥国科

（滨州）科技园项目等41个具有全局性、引领
性的重点项目、重大工程，实行市级领导帮
包项目责任制。目前，全市精准帮扶全覆盖，
市级领导帮包项目和驻企服务员实现“无
缝”连接。

帮扶是最好的监管。滨州市市长宇向东
表示，“滨州全市各级各部门尽最大的努力
抓政策落实，用足用好一系列支持企业发展
的惠企暖企政策，对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实
行‘一企一策、一事一议’，落实‘要素跟着项
目走’机制，千方百计保障需求，以最快的速
度推进项目建设。”这些政策含金量高，内容
实，仅“为减轻企业负担，降低社保缴费费
率”一项，就可为企业减少支出近7亿元。

□记者 姜斌 程芃芃
通讯员 巩向舒 报道
本报邹平讯 3月14日13时许，魏桥创业

集团（以下简称“魏桥”）包机迎接云南籍职
工到山东培训的最后一班客机平稳降落在
济南遥墙机场。至此，由魏桥创业集团包机
迎接云南籍职工直飞山东的4架次航班全部
执飞完毕。

本次来鲁学员全部来自云南省文山州，
其中少数民族占一半。他们中有405人被安
排在魏桥创业集团的邹平生产区域，135人
安排在北海生产区域。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魏桥
通过专线、专车、专机接送的方式实现“点对
点”“家到厂”的一站式服务，确保云南籍新
员工来鲁全程无外界接触，保障企业用工安
全及特殊时期员工的身心健康。为此，魏桥
多方协调联系云南文山州和济南遥墙机场，
申请开辟了从云南砚山到济南的包机直飞
专线，从3月11日开始到3月14日结束。

3月11日中午1时35分，第一架来自云南
文山的飞机缓缓驶入济南遥墙机场包机专
用停机坪，机上乘坐的是魏桥从云南接来的
首批135名来滨州参加培训的员工。

在工作人员整理好行李后，机舱门缓缓
打开，工人们按照分组有序地走下飞机，虽
然大家都戴着口罩，但是仍能看出难掩的喜
悦。“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没想到能有这么
好的待遇。”来自云南省曲靖市的张丽说，她
家里有个哥哥还有个女儿，“刚开始知道要
来山东，得知中途周转好几个地方，还是比
较担心的，但是公司安排我们从家直接到了
目的地，心里所有的恐惧和焦虑都打消了，
感觉非常温心和踏实。”来自云南省文山州
砚山县24岁的李大枭说：“知道我要来山东，
父母一开始不同意，但是没想到公司安排得
这么周到，打消了我们的顾虑，一会儿我就
给他们打电话报平安。”同样是来自砚山县
的彝族小伙杜生志说：“没想到公司会花这
么多钱给我们包专车和专机过来这边，真的
很用心，接下来的培训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来自砚山县维摩乡的姜红顺是一位建
档立卡的贫困户，他没想到能坐飞机来山东
学习。“我从2006年就在外打工，没有一技之
长，工资收入较低，10多年来，从来没敢想能
坐飞机去打工，感谢公司，给我们提供就业
的机会，我一定好好学习技术，努力工作。”

“通过多方协调，2月26日，云南省文山州

砚山县开始对来滨州的员工进行健康职业体
检，每天体检80—110人，一周左右时间结束。”
据魏桥创业集团人力资源部部长郭翠花介绍，
这些员工全部来自该集团在云南省投资建设
的项目——— 云南宏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特
殊时期，为最大限度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对
职工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我们采取了包车、
包机的方式，从家到机场、从机场到厂区，完全

‘点对点’，员工在当地做完体检后就不再人员
流动，直到乘机。”

据介绍，由于云南文山到济南没有直达
航线，一般需要到昆明转机，为了尽量减少
隐患，魏桥创业集团经过多方协调和努力，
最终开辟出了一条文山直达济南的专线。

“正常申请一条航线可能需要一个月左右的
时间，在我们的努力和多方支持下，一个周
就申请下来了。”魏桥创业集团行政管理部
文秘处处长孙丽介绍，原来单纯从昆明飞济
南一般都得3个多小时，从文山到昆明后还
得等数小时才能转机，开通专线后，文山到
济南全程仅用时2 . 5小时。

为在复工复产的同时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魏桥创业集团做足了准备。首先是提前
一周对所有要从云南来的员工，自2月份以

来的行动轨迹进行了详细的排查，让员工所
在小区出具健康证明，并让大家都填写了健
康承诺书；所有手续齐全向政府部门报备得
到允许后，才开始后续的工作。“厂区这边的
住宿、吃饭问题我们也都作了相应安排。宿
舍进行了彻底的打扫和消毒，床铺和床上用
品也都是新的，员工们来到之后可以直接拎
包入住。伙食方面我们也根据南方的饮食习
惯，作了相应调整。”郭翠花介绍。

据了解，接下来这540名工人将分别在
该集团的邹平、北海铝业公司接受为期4至5
个月的培训。魏桥创业集团根据云南、山东
区域的文化差异，为这些新职工们量身制定
了学习培训计划。

从云南文山到山东邹平，专线、专车、专机———

魏桥“点对点”包机接来540名员工

发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12
条，出台工业企业复工复产10
条意见、30条指南，“双招双
引”87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成立重大项目推进指挥部，落
实市级领导帮包项目责任制，
建立驻企服务员制度……滨州
市重点项目快速推进，复工复
产有序展开。

春和景明好耕田
——— 邹平农村见闻

□记者 姜斌 李剑桥
通讯员 李晓伟 报道
本报邹平讯 3月13日，在邹平市高新

街道办事处小菓村，今年72岁的徐翠文老
人，正在自家的2亩葡萄园地里对植株进行
出土上架。“从阴历二月初一就开始干了，就
我和老伴儿两个人，他今年80了，不是什么
重活，这2亩地马上就干完了。”

小菓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葡萄村，据村
支书鹿平顺介绍，全村从1985年开始种植葡
萄，已有30多年的历史；近几年村里还专门
成立了“邹平县润生葡萄专业合作社”，现有
社员82户，全部来自本村。

在离徐翠文老人家不远的村民鹿荣田
的葡萄采摘园里，65岁的鹿荣田正在育新
苗，他家种了6亩多葡萄，算是合作社里种植
面积比较大的。由于觉得巨峰品种的葡萄不
太抗冻，年前他专门从山西买回了新的枝

苗——— 沪太8号，“相比较起来，沪太8号更抗
冻，冬天不用埋枝子，坐果率也高。今年育好
苗，明天秋天就可以结果了，三年后达到丰
产。”鹿荣田家里的葡萄，除了采摘、零售外，
每年还有固定的商贩上门来收购，一亩地一
年能收入一万多元钱。

“今年的疫情对葡萄种植影响不大，一是
我们村里做好了各项防护措施，再就是大家干
活时间和地点也都比较分散。”鹿平顺介绍说，

“村里现在一共种了200多亩地的葡萄，大部分
都是50岁以上的老人在家打理，年轻人都出去

打工了。这几年，葡萄种植加上外出打工，村民
的人均年收入能到一万六七。”

而在距小菓村不远的周东村，“职业农
民”甘成法前两天刚和两名伙伴给1200亩地
的小麦打完药。10年前，绿蔬源农业合作社
流转了附近的周东村、周西村、小菓村和明
礼村的1200亩地来种植小麦和玉米。“现在
都是机械化、现代化管理，1200亩地就我们3
个人打理，施肥用机器，打药用无人机，浇地
用立式喷灌和指针式喷灌。”甘成法说，自己
真没想到，现在种地也能这么省劲儿。

随着天气逐渐回暖，邹平市在做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抢抓农时加紧
春季农业生产，全市各地积极投入春耕、春
种等农业劳动中。育苗、追肥、喷药、剪
枝……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今年邹平市
的小麦种植面积约84 . 1万亩，果树种植面积
约4 . 241万亩，预计春播面积8 . 06万亩，其中
棉花1 . 3万亩，蔬菜3 . 5万亩，大豆1 . 5万亩，杭
白菊8000亩。截至3月12日，春季麦田管理，完
成施肥19 . 4万亩，浇水19 . 3万亩，病虫草害防
治15 . 6万亩。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李默 报道
3月4日，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一期)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大型机械轰鸣，工人正在紧张施工。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葛肇敏 杨玉龙

报道
本报滨州讯 3月12日，

滨州市又有两名新冠肺炎治
愈出院患者捐献血浆。滨城
区治愈患者赵女士、惠民县
治愈患者马先生，成为滨州
市第6例、第7例捐献者。截
至目前，滨州市符合捐献条
件的7名治愈出院患者已全部
捐 献 血 浆 ， 累计捐 献 血 浆
2000毫升。目前全省28名捐献
者中，滨州占了7名。

2月22日，滨州市新冠肺
炎治愈出院患者贾先生与张
女士，分别从邹平市、惠民县
出发，来到了位于山东省立医
院东院区的省血液中心新冠
肺炎康复患者血浆捐献点。两
人均成功捐献恢复期血浆400
毫升。贾先生和张女士分别为
滨州市第1例、第2例和全省第
5例、第6例捐献者。

2月28日，滨州市又有3
名新冠肺炎康复者在济南成
功捐献恢复期血浆。目前，
滨州市符合捐献条件的治愈
患者已经全部捐献血浆。其
余治愈患者有的超龄，有的
想 捐 但是有 基 础疾病 不 符
合，有的有积极意愿捐献但
尚未出隔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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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程芃芃 报道
本报滨州讯 为做好开学前疫情防控准备工作，

滨州市组织全市480所中小学校教师当“学生”，开
展疫情防控应急实战化演练专项行动，全力“备战”
开学季。

为确保应急演练实效，市教育系统针对师生入校、
课堂授课、课间活动、食堂就餐、公寓休息等五个场景
下师生出现人员密集、未佩戴口罩、体温异常等突发情
况，规范应急操作流程，提升学校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能
力和全员防控协同能力。各中小学成立了以学校班子、
中层以上人员、班主任、生活部老师为主体成员的演练

“先遣队”，模拟开学后师生防控疫情真实场景。
盯着“靶心”抓培训，演练才能更精准。市教育

系统针对疫情报告、晨午检、卫生消毒、健康教育、
缺勤登记追踪、应急处置、废弃口罩集中处理等“七
项制度”，积极邀请卫生、疾控中心等部门专业人
员，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及演练活动培训；在
做好疾病防控知识学习、体温监测、应急处置等全员
培训的基础上，根据学校岗位特点，对学校管理人员
侧重进行突发事件组织、信息上报等培训，对教师侧
重进行日常防控、现场处置等培训，对食堂、宿舍等
服务人员则根据服务范围侧重进行清洁消毒、人员疏
散等知识培训。

滨州480所中小学校教师

开展疫情防控演练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路辉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近日，滨州市确定了2020年140个

市重点项目和30个市重点工业技改项目名单。140个
市重点项目总投资1937 . 8亿元，2020年计划投资444 . 7
亿元，其中：建设类项目134个，项目总投资1645 . 3亿
元，2020年计划投资394 . 6亿元；准备类项目6个，总
投资292 . 5亿元，2020年计划投资50 . 1亿元。30个市重
点工业技改项目总投资408亿元，2020年计划投资93 . 5
亿元。

记者了解到，2020年市重点项目呈现入选标准提
高、投资规模提高、高质量项目增多、补短板项目快
速推进四个特点。

下一步，各级各部门将加强协调服务，强化“1+
7+7”经济运行调度机制，实行领导帮包重点项目责
任制和驻企服务员制度，针对制约项目推进中存在的
困难问题，及时研究提出解决措施办法。完善分类推
进机制，续建项目要加快复工建设，尽早建成投产，
发挥效益；新开工项目积极落实建设条件，加快办理
相关手续，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物工作量。落实
“要素跟着项目走”机制，统筹调配土地、能耗等指
标，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为项目实施创造良好条件。
对项目进展情况实行“一月一调度通报、半年一观
摩、一年一考核”，加大指导督导工作力度，强化跟
踪问效，确保全面完成重点项目建设年度目标任务。

140个市重点项目和30个

市重点工业技改项目敲定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隆卫 报道
本报滨州讯 日前，记者从滨州市人社局获悉，

全市疫情期间新签发电子社保卡3 . 13万张，88%的定
点医药机构（全市共1050家）均支持电子社保卡购药
结算。据统计，截至2月底，滨州已发行实体社保卡
390 . 65万张，制卡普及率99 . 5%；电子社保卡累计签发
45 . 5万张，占职工社保卡的54 . 73%。

疫情时期，非接触式应用便民又安全。签领、使用
电子社保卡就医购药，既降低了就医介质的交叉感染
风险，又便捷高效，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据
统计，疫情期间全市使用电子社保卡扫码购药3 . 83万
次、金额296万元，占社保卡总交易金额的7 . 48%。

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人社便民服务，滨州积
极对接全国社会保险统一服务平台和人社部“掌上
1233”、省政府“爱山东”App等15个电子社保卡签
发渠道的“电子社保卡”服务，页面新加了“抗击疫
情服务专区”。市民可以通过专区及时了解疫情防控
实时动态，办理返岗复工、申领失业金、申领企业稳
岗返还，查询定点医院和发热门诊、社保卡即时补换
卡网点、职业资格证书、技工院校毕业证书等业务。
除以上新增内容外，还可以在电子社保卡服务页面查
询社保信息、测算养老金、办理待遇资格认证、社保
关系转移、异地就医等业务。

疫情期间滨州新签发

电子社保卡3 . 13万张

■复工复产滨州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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