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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彭辉

通讯员 阮宝勇 报道
本报威海讯 4月1日，在威海宝威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新材料智能
工厂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桩机高
耸，工程车辆来回穿梭，施工人员加紧作
业，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宝威新材料智能工厂项目是今年威海
市环翠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项目落地
时，投资方雄心勃勃定下了大干100天实现
当年投资当年投产的目标。但威海宝威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姜波心里是有顾
虑的，按照传统的审批模式，走完“土地
摘牌-规划设计-工程招标-施工许可”等
流程，怕是要花上百余天时间，目标根本
无法实现。

转机发生在今年1月中旬。环翠区行政
审批服务局联合市、区两级代办团队主动
找到了姜波，决定通过大家共同努力，把
不可能变成可能。

就这样，一个由十几人组成的专班工
作微信群在环翠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倡议下
建好了。微信群里，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环翠区行
政审批服务局、环翠区住建局以及张村镇
工作人员各有分工。别看群里人不少，到
姜波这，只需要对接两个人——— 张村镇规
划建设局规划科科长栾强和环翠区行政审
批服务局代办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哲。

“企业只需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其
他所有手续都由镇上和我们的工作人员组
织有关部门并联审批、帮办代办。”环翠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张戈说。哪些工作
可以前置，哪些工作可以后置，每天准备
什么材料……王哲发给姜波的计划表上写
得一清二楚。接连几天“手把手”的指
导，让刚开始一头雾水的姜波心里敞亮
了，准备工作跟上了“拿地即开工”的审
批节奏。最终，规划方案审查用时2个工作
日，工程建设预审用时7个工作日，统一许
可审批用时1个工作日，共计用时10个工作
日，姜波就拿到了“四证”——— 施工许可证、不动产权
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如今，新材料智能工厂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姜波心中
满是憧憬。他知道，当年投资当年投产的目标，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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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张海峰
本报通讯员 王书胜 孟德喜

3月26日11时30分左右，德州市陵城
区市民李峰来到“稻香村”饭店，经过
扫码登记、测量体温、手部消毒等程序
后，在服务人员的引导下分桌就餐，随
后他点了一份水饺。“店里的防控措施
很到位，卫生条件也不错，我感觉只要
防护好了，外出就餐应该还是比较安全
的。”

“稻香村”是一家中型饭店，负责
人马占雨一直里外忙活着。他说，两周
前饭店才算正式营业，第一周只送外
卖，第二周才开始恢复堂食。他算了一
笔账，当前只有1名厨师和9名服务人员
正式上班，不包括自己在内，每天须支
付工资至少1200元，再加上每天的房租
700元，这还不算食材、水电气等费用，
每天营业额只有达到4000元以上才能基
本保本。刚开始店里就餐的人员寥寥无

几，近期逐渐增多，但仍是人气不足，
晚餐人就更少了。现在每天的营业额稳
定在3000元左右，但不到去年同期的一
半。

“开门营业亏，但不营业也亏，还
怕员工、顾客流失，所以必须维持。这
几天看到党委政府在鼓励消费，自己心
里才有点安稳。”马占雨表示，特殊时
期大家都不容易，能够减免税费、房租
固然是好，但现在更希望能加大宣传力
度，打消顾客疑虑。店里会积极推广公
筷公勺、分餐制等，还会大力开展促
销，像送饮料、送菜等，吸引消费者回
流。

前来巡查的陵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临齐一所副所长王洪波说，首先要做好
防控，这是打消顾客疑虑的基础。3月23
日，该区下发了《关于强化餐饮行业疫
情 防 控 措施全 面 有 序 恢 复 营 业 的 通
告》，全面放开餐饮服务业，截至目前
已有1200家餐饮店恢复了营业，约占总

数的75%。陵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冷
相钊介绍，除开展定时巡查，市场监管
部门对餐饮服务企业开展了防控知识培
训，还将协调有关银行给符合条件的餐
饮服务单位提供无息贷款，帮助他们渡
过难关。

在省道101线禹城市张庄镇镇区路
段，老北京炸酱面馆老板刘传强说，
“镇上工作人员带头到我们这儿吃饭，
真是‘活’广告。”3月16日起，张庄镇
就要求班子成员带头，工作人员中午要
尽量到辖区饭馆就餐。

刘传强介绍，近两个月来一直不能
营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允许开业
的通知一下来，就第一批报名开业，镇
上干部还帮忙置办了一批防疫物资，近
期上客率已经逐步恢复到节前的六成。
“以前初六就开始正常营业，现在有压
力啊！”于记美食负责人陈海珍说，
“一般情况下，这些干部来了就点一碗
羊汤，两个烧饼，10多元的消费，吃完

扫码走人，我想请他们吃，他们不让。
现在人气在渐渐恢复，我心里踏实了不
少。”“政府公信力就是最大的金字招
牌，最近上座率高多了，赶上饭点，来
买包子的人还得排队。”天方包子铺老
板王俊来说。“今天中午卖出了167碗米
线，收入1837元，相对刚开业那几天，
营业额涨了十多倍。”米线店的毕老板
翻着账本说。

张庄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尚凯介
绍，这些店铺都是小本经营，很难安排
专人负责一些业余的工作，张庄镇为此
给每家开业餐馆都配备了一名干部作为
“店小二”，帮助他们制订防控措施，
张贴安全码，做好店内卫生等，目前餐
饮服务企业已经有80％开业。现在辖区
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已经基本恢复，很
多人有堂食就餐需求，想来又不敢，就
是在观望，所以最重要的是恢复信心，
党员干部这时候就得站出来作个示范引
导，只要防护到位，消费是安全的。

餐饮业复苏 烟火气渐浓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日渐

好转，但餐饮业面临的挑战仍

然不小。消费者有担心，不敢

到店消费，提振消费者信心成

为助推餐饮业复苏的关键所

在。如何提振消费者信心，各

地都有何举措？

记者采访发现，德州市餐

饮企业积极推广公筷公勺、分

餐制，同时，政府部门通过指

导企业防控、到店消费等实打

实的举措支持餐饮业复工。惠

民县餐饮企业在政府的帮助

下，走上“云端”，通过直播

展示让顾客更直观地感受堂食

的安全、健康，消除顾虑。

政府企业合力提振餐饮业消费

□ 本 报 记 者 李剑桥
本报通讯员 吕明芳 王军

“没想到，我们的快餐店能通过直
播进行推广，吸引客源。”3月26日，谈
起直播带来的影响，惠民刘记牛肉汤经
理刘芬深有感触：“直播结束后的当天
晚上，我们堂食店的客流量出现了一个
小高潮，很多新面孔出现在店堂。这都
是直播带来的新客源。”

“宝宝们，上车了！中午之前，我
们将拿到8本菜谱，做一桌大餐！”3月
22日一大早，来自惠民县的阿里·惠民合
作专班工作人员化身网络主播，进入
“惠民天下2019”淘宝直播间，带网友
走进惠民8家有特色的餐馆，向网友推介
惠民美食。

上午9点，美食直播小分队来到直播
第一站——— 鸿安肥牛店。在经过现场测
温、出示健康码、消毒等进店流程后，

直播小分队进入店内。通过镜头，网友
可以看到现场干净、有序的就餐环境，
还有写着“公筷”的特写画面。“宝宝
们 ， 我 们 是 有 名 字 的 ， 我 是 ‘ 公
筷’。”主播俏皮的话语更是引起现场
人员的欢笑。

在带领大家近距离感受了酒店肉品
制作及干净的厨房后，主播带着今天的
第一本菜谱离开了酒店，赶赴下一站。
在随后的2个多小时，美食直播小分队走
进光明家宴、东方美食城、刘记牛肉
汤、军民家常菜、粮屉快餐店、地一
牛、圣豪丽景酒店等其他7家惠民的餐饮
企业。

中午，阿里·惠民合作专班人员在直
播间边吃、边聊、边推介，在品尝、推
介惠民美食的同时，还给网友带来更多
美食福利。

受疫情影响，惠民本土餐饮企业曾
一度按下“暂停键”，进入短期“休

眠”，出门“下馆子”更是成为不少惠
民群众的期盼。近日，随着疫情防控形
势的持续向好，惠民县多家餐饮店陆续
复苏，向市民提供堂食服务。为推进复
工复产，做好疫情后餐饮等服务业的宣
传推介引流，帮助餐饮等行业渡过难
关，3月22日上午，惠民县开展以“带您
下馆子——— 美食篇”为主题的第一次直
播活动，向网友推介惠民的餐饮美食。

以前多靠转发朋友圈集赞等方式进行
宣传推广的刘芬，怎么也不会想到，政府
会用直播的方式，帮助她进行推广。“这
次直播活动，对我们快餐店是一次很好的
宣传，为我们扩大了客源，也提升了我们
小店的知名度。”刘芬说。

作为全县第一批恢复堂食的快餐
店，刘记牛肉汤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也
遇到了不少困难。“我们希望快速复
工，复工所需的材料、流程，我们也都
熟悉。但是，恢复堂食，如何做到健

康、安全地让进店顾客消费？我们一开
始也是一头雾水。”刘芬说，“没想
到，在我们递交复工申请后，市场监管
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及时来到店里，为我
们带来专业的指导和培训，使我们对恢
复堂食有了更大的信心。”

直播为餐饮店带来了客源，但更关
键的是直播下馆子为消费者消除了顾
虑。东方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合利
说：“现在，很多顾客还是有所顾虑，
不敢下馆子。通过直播，可以让顾客更
直观地感受我们堂食的安全、健康。”
姚合利说，公司在复工复产过程中，政
府的帮助和支持给了他们最大的鼓励和
信心。“疫情期间，我们餐饮业受到了
较大影响，资金严重短缺，政府为我们
及时发放10万元复工启动资金，解了燃
眉之急。”据了解，为支持服务业全面
复工复产，惠民县为7家企业发放复工启
动资金55万元。

网络直播促餐饮业“开馆”

喻屯种瓜，不靠经验靠技术
济宁23个创新团队让农业生产有了更高的科技含量

□ 本 报 记 者 吕光社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张 昆 刘 勇

3月13日上午，位于济宁市任城区喻屯镇
喻屯村的富硒康发展有限公司西甜瓜种植基
地的一座甜瓜大棚里，七八位工人正忙着为
甜瓜吊秧，公司负责人李成涛盯着温湿度计：

“过去种传统的‘懒汉瓜’凭经验就行，这从外
地引来的新品种‘娇气’得很，放风、拉被全要
看数据说话。”

当天天气阴，温度低、湿度大，放风的时
间比以往晚了两个多小时，直到中午12点，
李成涛才决定为大棚放风换气。

“我这个大老粗，原来哪里懂这些细活
儿，多亏了崔站长他们的指导！”李成涛边说
边指着正带着工人忙活的济宁市现代农业
产业发展西甜瓜创新团队岗位专家崔艳秋

和团队成员郝秀明。两人一大早就进了棚，
“阴天不能掐尖、打叉，否则藤蔓伤口容易感
染病虫害”“吊秧讲究缠绳不缠秧，就是用绳
围着瓜秧转，而不是让秧绕绳”“黏虫板要吊
在瓜秧头部往上10到15厘米的位置，并且要
随着甜瓜的生长向上移动”……在专家的指
导下，工人小心翼翼地将瓜秧用绳子吊起
来，并挨个在吊绳上挂上黄色的黏虫板。

“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创新团队的目
的主要是为了提升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发挥科技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济
宁市农业农村局科教科科长娄军介绍，创新
团队数量已达到23个，团队成员120人，建立
创新团队试验示范基地47个，形成了“创新
团队+基层农技推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农业科技服务模式。市创新团队与山东农业
大学、中国农科院、省级创新团队联合开展

技术攻关，通过开展试验示范、技术指导和
科技服务等，推广新品种36项、新技术32项。

“喻屯种植甜瓜历史悠久，素有‘甜瓜之
乡’称号，可近年来老品种在营养价值、口感
上渐渐跟不上消费者的需求，急需更新换
代。”李成涛说，6个大棚种的全是创新团队
筛选出来的优质品种，今年是第三年种，和
原来的品种相比能提高10个甜度。

忙完了甜瓜大棚，崔艳秋他们又钻进了
西瓜大棚。这里种植着新引进的金童玉女、
黄妃、小兰等6个品种。听崔艳秋讲，西瓜坐
瓜的适宜温度是夜间17℃－18℃，白天不超
过30℃，为了控制好温度，李成涛经常半夜
起来，带着工人为大棚拉开棉被放热气。

崔艳秋说，他们团队利用李成涛的基地
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参观学习的平台，改变
他们只重视产量，忽视品质的老做法，以质

量求效益。
周边农户看到李成涛的效益后，也纷纷

跟着种植，目前新品种已在全市推广种植近
万亩。“我现在开始走高端路线了。果子一方
面搞采摘，一方面做成礼品为消费者进行配
送。”李成涛笑着说，棚内采用黏虫板、高温等
无公害的物理方式进行灭虫、杀病；控制每根
藤上只结一个瓜，同时根据相关指标调节阳
光、水肥和温度等条件。

记者了解到，为了加强农业科技队伍建
设，更好地服务农民，济宁还创新启动实施千
名农技人员服务千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双
千工程”，在全市范围内遴选1000个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每个经营主体示范带动10户以上
农民，同时在全市遴选1000名农技人员，每名
农技人员包保一个农业经营主体，帮助他们
解决农业技术难题。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高雷 周伟 报道
本报邹平讯 “用政府采购合同就能贷款，还是通过网

络线上办理，真是太方便了。”邹平市青阳镇会仙幼儿园电
子设备采购项目施工企业负责人魏丽丽非常高兴，该企业用
政府采购合同申请的50万元银行贷款于近日成功发放到位。
据悉，这是邹平市开展的首笔“政采贷”金融业务。同时，
另外2笔“政采贷”470万元资金也已处于审核状态，预计3
月底可发放到位。

针对中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邹平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充分发挥政府采购融资服务平台优
势，积极与财政、银行等部门沟通协商，密切配合为中小
微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通过政府采购融资服务平台架
起借贷双方的信息桥梁，凭借政府采购合同即可融资，无
需任何抵押，利率低放款快，极大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困
境。据了解，邹平市将进一步开展政府采购融资服务，加
大政府采购合同信息公开力度，加强政府采购合同公示管
理，切实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助力中
小微企业发展。

持政府采购合同可贷款
邹平市首笔“政采贷”落地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4月1日讯 今天，青岛科创母基金战略合作

协议签署仪式举行。山东青岛同创工业智联创投基金、山
东青岛北汽东证智慧汽车创投基金等青岛科创母基金的4个
子基金现场签署框架协议和意向协议，基金总规模近20亿
元，为青岛市发挥基金引导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源
头活水。

据悉，此次签约的4个子基金，是青岛科创母基金围绕
战略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结合青岛市区产业布局，优先
投资于青岛市科技创新领域的股权投资子基金。基金服务
于青岛市“科技引领城”和“全球风投中心”建设理念，
支持原始创新、成果转化及高端科技产业化项目培育，也
在当前疫情考验之下坚定了业界对青岛投资发展的信心。

作为青岛市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重要布局和原始创新成
果转化的重要助力，青岛科技创新母基金由省、市、区政
府及各级国企共同出资设立，按市场化方式与社会资本合
作设立青岛科技创新子基金。青岛科创母基金总规模500亿
元，首期120亿元，投资领域聚焦硬科技、对标科创板，去
年11月底团队到位以来，对接了超过100家创投机构,筛选近
40家创投机构，路演基金规模超80亿元。

青岛科创母基金

4个子基金签约

惠民县美食直播小分队走进餐馆后厨进行直播，向网友推介当地美食。 □记者 李剑桥 报道

德州

惠民

□记者 代玲玲 通讯员 张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19日，山东广通蚕种有限公司的35万

张蚕种经潍坊海关检验检疫合格，顺利抵达乌鲁木齐，并
在这里乘专机运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是我国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首批出口乌兹别克斯坦的蚕种。

青州是全球最大规模的专业蚕种生产、销售中心，年
出口蚕种量达50万张，占全国年出口蚕种总量的80%。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蚕种出口量一度大幅减少。随着国内疫
情形势向好，蚕种企业迎来了一个喜讯：乌兹别克斯坦总
统特批，用专机从我国运送该国和土库曼斯坦分别所需的25
万张和10万张蚕种。因为事发突然，时间紧张，企业联系海
关希望尽快完成检验检疫，快速通关。了解企业诉求后，
济南海关所属潍坊海关立即开通“绿色通道”，全程参
与、精准检疫、极速验放、“无等待”签证，帮助企业顺
利将所需证书随货物发往乌鲁木齐装机。为此，乌兹别克
斯坦丝绸工业部副部长珠玛耶夫·阿里木章·萨杜拉耶维奇
专门通过视频感谢潍坊海关。

青州小蚕种

乘专机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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