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代玲玲 通讯员 李鹏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1日讯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

悉，今年以来，省财政厅按照省委、省政府部
署要求，克服减收增支空前压力，统筹支持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支持稳投资、扩
内需。

据介绍，为加快弥补民生短板，省级预算
安排投向农业、科技、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
的重点支出1500亿元。其中，包括安排水利建
设资金167亿元，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120亿
元，支持全面解决“大班额”问题180亿元，
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资金112亿元等。

为支持扩大有效投资，用足用好政府债
券，财政部提前下达我省的928亿元专项债券
已全部发行到位，共支持413个项目开工建
设。加快PPP项目投资落地，目前全省纳入财
政部项目库的PPP项目771个，其中签约540
个、投资额5584亿元，签约率为70%。发挥好
政府引导基金作用，今年以来省级新旧动能转
换基金实现投资59亿元，支持重点项目40个，
带动社会投资248亿元。

为着力减轻企业负担，全面落实各项税收、收费、社保缴费
“减免缓”优惠政策，预计全省可新增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700亿
元左右。落实国家专项贷款和财政贴息政策，全省已有233家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获得优惠贷款5 8 . 6亿元，财政贴息后利率在
1 . 3%左右，融资成本明显降低。

此外，我省全力兜牢“三保”底线，今年省级预算安排的财力性
补助494亿元，已全部提前下达市县。全面实施县级“三保”监控机
制和财政困难县工资专户制度，省市对县级“三保”预算编制进行全
面审核、动态监控，将11项省级财力性转移支付直接拨入困难县工资
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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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代玲玲 孙源泽

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
势正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外贸发展
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

作为外贸大省，山东受到的冲击
不 言 而 喻 。 对 于 刚 刚 挺 过 国 内 战
“疫”艰难时期的外贸企业，如何应
对海外需求不振的困境，如何从危机
和困难中捕捉机遇？

乍暖还寒，疫情冲击需求端

在当下，贸易一定程度上是经济
痛苦从一国传递到另一国的管道。

上月初，济南森峰科技有限公司
国际营销副总监张超在一场企业内部
会议上就表示，随着疫情持续蔓延，
需求端的影响恐怕要远大于供给端。

一语成谶！“这两天我天天接到
的通知就是‘stop（停单）’，因为很
多国家都封城了，货物发过去也到不
了。”张超无奈地说。森峰科技是国
内激光行业的佼佼者，产品远销160多
个国家，其中欧美地区占比达40%。2
月10日复工之后，企业加班加点赶订
单，但到3月20日左右，陆续接到客户
消息要求取消、延缓订单，目前每天
的询盘量已经下跌了90%。

威海迪尚集团也遭遇了同样的问
题。“从损失上来讲应该打官司，但
都是常年合作的生意伙伴，换位思
考，最后只能我们自己来承担。”集
团副总经理孙崇涛说。

得之复工却失之订单，是当前外
贸企业面临的普遍境遇。山东财经大
学国际经贸学院近期针对省内部分重
点外贸企业进行的一组调查显示：面
对“受国际疫情影响能撑多久”的问
题，不少企业回答已经非常困难。

“一场危险的大流行病在高度一
体化的全球经济中蔓延，这是史无前

例的事件，并与近几年贸易保护泛化
形成叠加影响。”山东财经大学国际
经贸学院院长王培志分析。

企业自救，应变考验硬实力

“这次疫情对外贸需求的冲击很
可能会大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
响，外贸行业也将面临疫情‘全球
化’导致的行业洗牌。”山东省商务
发展研究院实习研究员张永康表示，
相较供给，需求的复苏更加困难。对
企业而言，战略机遇会再次浮现，但
现在首要的是保当下。

“不是说现在没有机遇，关键是
看企业怎么做。”山东社科院国际经
济研究所副所长顾春太分析。危中寻
机，部分企业开始探索“转舵”。

森峰科技在国内疫情之初，就迅
速调动技术资源，研发出全自动口罩
生产线，并把之前的无纺布防护服切
割产品销售搬到线上。

“疫情不会影响全年的业务。”

威高医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勇的底气源于对产品的信心。今年2月
底，威高与李兰娟院士团队合作研发
的人工肝设备获得国家药监局颁发的
注册证，在战“疫”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

泰祥集团销售总经理席永进发
现，因为饮食结构不同，国人眼里用
处不大的豆渣，在日本却被视为非常
好的膳食纤维，价格比国内高400倍。
“这次疫情，让人们对健康饮食更为
注重。”发现商机后，泰祥迅速立项
研制豆渣产品，目前已出口日本，成
为拓展海外市场的“新拳头”。

疫情暴露出来的传统外贸企业的
诸多弊端，如渠道单一、利润不足、
面对风险缺少应变空间等，也为企业
所警醒。目前，迪尚已开辟亚马逊、
阿里国际等线上卖场，森峰科技也通
过社交媒体等拓宽引流渠道。

“山东外贸产业链结构完备、竞
争力强，外贸企业化危为机的适应能
力强。这些能力已经在过去应对历次

危机中得到证明，相信也会在这次疫
情考验中得到锤炼。”顾春太建议，
外贸企业应当反思企业经营战略，大
力推动品牌建设、流程再造，大力促
进创新，为订单“回流”做好准备。

政策支持，稳住外贸基本盘

疫情导致的需求下滑正在快速发
酵。“困难面前，最重要的是信心。”省商
务厅副厅长吕伟表示，为稳住外贸基本
盘，我省从政策层面开展了“保企业、保
订单”的一系列操作———

省商务厅、口岸办联合中国信保
山东分公司，为全省11759家小微外贸
企业通过“单一窗口”实现线上投
保，占全国线上投保企业的50%以上。
疫情发生以来，已向小微企业支付赔
款近747万元。

为鼓励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省财
政实施出口信保财政补贴政策，对新
兴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
信用保险保费按照不低于50%、其他市
场不低于30%的比例予以支持。

4月8日，一场中国—保加利亚鲁商
（防疫用品）线上洽谈会吸引了两国
企业，成为省贸促会精准促进防疫用
品出口欧盟国家的有益尝试。

……
吕伟告诉记者，为落实好前期我

省出台的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省
里专门组成6个调研组，深入16市调研
督导，加强政策宣传，现场解决问
题。同时，组织23个省直部门（单位）
对本领域、本行业疫情发生以来所有
出台的涉及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措施进
行全面梳理，按“清单化、目录化”
方式进行梳理，逐一推进落实。

在顾春太看来，“培育外贸竞争
新优势”应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
以重视，应坚持高质量发展主线，利
用疫情带来的“大洗牌”趋势，调整
经济结构，“有所为有所不为”，实
现“浴火重生”。

政策必须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一些受访企业表示，
有些政策缺乏优化组合，未能惠及需
要帮助的企业，如何做到有的放矢很
关键。

全球遇冷，山东外贸如何“破冰”前行

□新华社发
疫情期间，青岛京信电子有限公司工人忙着生产出口韩国的汽车线束产品。

□ 本 报 记 者 赵洪杰
本报通讯员 李颖慧

4月8日傍晚，胶州市洋河镇绿色健
康科技产业园内，建筑面积共3万平方
米的5个大型仓库已拔地而起，工人们
正在新建的恒温冷库屋顶紧张施工。这
个由世界500强企业丰益国际投资的益
海嘉里食品产业园项目，8月起将有板
块陆续投产。

工地上，益海嘉里（青岛）食品工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拥军正在紧张地调
度。自项目签约以来，胶州市、洋河镇
两级分别成立了以项目为中心的工作专

班。这里，就是徐拥军和专班工作人员
奋斗的地方，是他们共同演绎“速度与
激情”的战场。

2月19日，我省举行重点外商投资
项目推进会，徐拥军“快言快语”，宣
布了丰益国际总部的决定：再追加投资
5亿美元，建设工业园二期，把园区打
造成全国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高端
食品产业园。

“疫情给全球供应链带来困扰，这
种情况下我们还要追投，信心就来自于
这里全周期、高效率的服务，这比给多
少政策、优惠都要重要。”徐拥军说。

为企业解难题就是打仗，兵贵神
速。食品工业园年蒸汽用量高达1 . 2亿
立方米，能源成本占全部成本的40%。
有合理的能源配置才能最大限度降成
本，这是企业的迫切需求。为此，洋河

镇党委书记宋振祥找到胶州市发改局，
发改局给予大力支持，和镇上同志们一
起跑部门、算数据、查文件，马不停蹄
到外地调研有关项目运行情况。

对各方面情况了然于胸后，宋振祥
找来五六家有实力的燃气企业挨个谈
判，帮助项目基本确定了合作伙伴和合
作方式。徐拥军说：“宋书记比我们还
急，没想到这个大难题这么快就有眉目
了。”

距离园区百米之遥的河西郭社区，
驻扎着一支特殊的队伍——— 益海嘉里项
目建设暨工业园区综合提升作战纵队。
这是洋河镇今年围绕五项重点工作成立
的5支作战纵队之一。纵队成立时，宋
振祥送给纵队长温彩云一句话：“重点
工作就是攻坚战场。作为战士，上了战
场就应该兴奋，和企业‘手拉手、一起

走’，才能打胜仗。”
纵队开展工作后，温彩云没白没

黑，也没了休息日。因为天天进出项目
建设指挥部，这里的保安跟她成了好朋
友，对她的印象就是：“一个大嫚儿，
一进指挥部就好像充满了电，每天有使
不完的劲儿。”

纵队12个人，人手一张项目推进责
任分解表，上面详细列出为企业服务的
工作内容、完成时限、责任人，逐条逐
项“挂账销账”。“这上面是投资方根
据项目建设需要给我们布置的‘硬任
务’。”4月10日，温彩云拿着这张
“作战图”，在项目推进联席会议上
“汇报”作战成果。

这是今年以来的第4次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的一个特别之处是，项目方
“喧宾夺主”， （下转第三版）

疫情下益海嘉里食品产业园仍获追投5亿美元，打造国内最完整高端食品产业链

一个世界500强项目的“速度与激情”

□记者 常青 通讯员 肖斌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日前，我省2020年头号应急防汛工程——— 小清河复

航工程复工复产全面展开。82 . 36公里长的小清河（滨州博兴-东营广
饶-潍坊寿光段）沿线火力全开，航道疏浚施工持续保持大干态势。

小清河复航工程是山东省水运建设史上第一个一次性投资超百亿
元项目、省内第一个可实现海河直达运输的水路交通项目，也是省航
运史上建设内容最多、最复杂的项目。

“小清河工程滨州博兴-东营广饶-潍坊寿光段跨越3个市，占小
清河复航工程全线总长度的近一半。若要按时完成应急防汛建设任
务，我们共需疏浚、开挖土方1105万立方米。”中国铁建港航局小清
河复航工程XQHSG-4标项目部党工委书记、项目负责人吴兵告诉记
者，建设者快速调配适合国内内河窄小航道疏浚施工的中小型绞吸船
入场，用数量少、产能高的专业疏浚船舶取代数量多、产能低的陆上
机械，有效解决了产能不足及陆上交叉作业问题。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东营段施工现场，水上绞吸船与陆上挖机已
实现协同作战，沿河各大主要作业面依托8艘主力船舶，也已依次铺
开、紧密相连，正全力以赴加快推进生产进度。

小清河复航工程

复工复产全面展开
这是我省水运建设史上

首个一次性投资超百亿元项目

□记者 陈晓婉 通讯员 张素华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省生态环境厅向社会公布了我省2019年危险

废物产生和利用处置情况，引导社会资本有针对性地投入危废利用处
置项目建设。2019年，我省建成危险废物经营企业209家(不包括危险
废物收集单位和医疗废物处置单位)，总利用处置能力1345 . 2万吨/
年。全省已建成的危险废物焚烧处置能力能够满足全省危险废物焚烧
处置需要，但部分含汞废物尚无综合利用和处置能力。

2019年，全省申报危险废物产生量1044 . 9万吨，其中，工业危险
废物1035 . 4万吨。危险废物年末累计贮存488 . 6万吨。利用处置危险废
物1150 . 8万吨（含利用处置往年贮存量）。其中，企业通过生产设施
或自建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自行利用处置581 . 5万吨、委托外单位
利用处置569 . 2万吨。

记者对比全省危废产生量和处置能力发现，2019年全省危险废物
经营单位总的利用处置能力比上年增加395万吨/年。全省已建成的危
险废物焚烧处置能力能够满足全省危险废物焚烧处置需要，但全省电
石法聚氯乙烯生产企业的废汞触媒、社会源含汞废荧光灯管等含汞废
物尚无综合利用和处置能力。

我省危险废物年利用

处置能力超1300万吨

省级预算安排投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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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239 .7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基本实现医保参保全覆盖
 要闻·2版

齐鲁大地

春景正美
一年春景莫错过，最是花开好时

节。行走在广袤的齐鲁大地，一起来看
春之即景。

左图：无棣县碣石山镇古家村桃花
源，游人流连，赏花拍照。（□记者
卢鹏 通讯员 高士东 报道）

中图：滨州市新立河两岸花海一
片，市民利用周末时间，带着孩子前来踏
青赏花。（□通讯员 李连平 报道）

右图：4月11日，聊城市茌平区贾
寨镇德盛家庭农场，村民们在给种植的
西红柿覆盖地膜。（□通讯员 赵玉国

刘浩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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