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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徐佳 段婷婷 蒋鑫

　　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济南
市、德州市、淄博市等多地陆续暂停堂
食，餐饮业迎来“倒春寒”。不过，堂食
暂停，餐饮人没有暂停，立刻开启自救模
式。外卖、预制菜、净菜礼盒、自动售饭
机器人，餐饮业通过产品、模式、技术等
多渠道创新，在疫情当下谋求生存发展
之道。

重新配置产业链

化整为零破困局

　　午夜12点之前下单，第二天一早基地
采摘装箱，暂停堂食以来，每天上午凯瑞
集团门口都异常忙碌。一辆辆物流运输车
上装满成箱的新鲜蔬菜，分头开往济南各
个区域。一个月以来，这样的蔬菜包整体
销售量已接近10万份。
　　3月30日晚，济南市暂停堂食的消息
传来，“当天晚上，我们连夜启动应急预
案。”山东凯瑞商业集团市场营销总监侯
明敬在朋友圈更新了多条内容，他们推出
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丰富预制菜品种，外
卖宣传力度加大，净菜开始预售。
　　将产业链细分，重新配置“化整为
零”形成多种销售产品，蔬菜包“宅蔬鲜
配”就是为了应对本轮疫情推出的最新
产品。
　　随着新需求的挖掘，凯瑞集团在员工

的配置上也进行了调整：每个门店保留5
到8位员工，保障门店正常运维。其余的
员工侧重于运输及配送，特别是净菜配
送、搬运及“到家”业务，在做好防疫的
同时方便了顾客。
　　在此之前，受疫情影响，餐饮业客流
已经减少。堂食暂停之后，公司的销售业
务从线下切换到了线上。通过短视频平台
推出外带套餐、送餐到家、组织窗口零
售、半成品预成品新零售方式，探索出一
套自救模式。

铺设社区小店

抓小放大降成本

　　菏泽单县舜师名园小区楼下，一家开
业不久的社区羊肉店前，厨师正将刚熬制
好的“头一锅”羊肉汤，按份打包装盒。
在门外，市民正有序排队等待取餐。
　　“这是我们去年新增的一家社区羊肉
汤小店，主要为周边市民提供羊肉汤外卖
服务。”说起社区小店的初衷，山东头一
锅餐饮管理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姬玉梅
说。“头一锅”羊肉汤店一直是当地以及
外来游客的美食打卡地，平均每天售出的
羊肉汤多达30 0 0碗，年营业额一千多
万元。
　　自疫情发生后，为了保障员工收入稳
定、重聚人气，“头一锅”开始尝试转变
经营理念，线下主攻“小店”经营。
  “大店铺桌位多、菜品杂，对选址有
很高的要求，而小店铺，以外带为主，菜
品少而精，更重要的是对于选址没有太高
要求，更有利于精准服务周边群众，同时
为企业节省了开设大店铺的成本。”姬玉

梅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已在城区人员较
为密集的社区，开设了6家社区小店。
　　“虽然达不到疫情前的销量，但每天
6家社区小店，外带羊肉汤销售基本保持
在2000碗左右。”姬玉梅说，“头一锅”
与武汉农科院联合，利用锁鲜杀菌技术处
理，研发的红汤罐装羊肉汤礼盒，在线
上，也获得了不少外地顾客好评。

发力预制菜

全时全域销售

　　5月1日早上7点，济南至庸四合院文
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孙金磊，从舜泰广
场送完早餐后回到店里，取上刚蒸好的手
工大包，又准备开启新一轮的配送。
　　“3月30日堂食暂停，公司就放假
了。”孙金磊停下手中的活说。
  “走不动了就拐弯。”公司董事长李
致庸说。如何自救？公司从产品上花心
思，不仅研发了保供套餐盒饭，还开工了
手工大包和预制菜。
　　堂食暂停，渠道受阻，配送成为必
须。由于不少员工被封控，本是公司泉水
小院系列运营总监的孙金磊，扛起了配送
工作，每天早上5点出门，晚上7点多收
工。“有事干，大家都觉得有奔头。”孙
金磊说。
　　除了研发新品，预制菜也成为餐饮企
业应对疫情的重要手段。老济南四合院借
助中央厨房开发了老坛酸菜鱼、水煮牛肉
等半成品菜品，每天销售三五千份。
　　李致庸说，之所以做这些自救和尝
试，增加营收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给
员工安全感。他认为，让员工有事情做，

让他们看到企业还在继续运营，这样疫情
好转以后，企业和员工都能以最好的状态
重新出发。

智能售饭机迎来推广契机

　　午饭时间到了，在济南市东部的一座
写字楼里，一台智能售饭机前排起长队。
消费者在屏幕点选自己想要的菜品，干煸
豆角、香辣杏鲍菇、水煮肉片，不一会
儿，热气腾腾的饭菜便从出餐口呈出。餐
食通过冷链配送、在机器内2-8℃恒温储
存，消费者点选之后，机器会对消费者选
择的餐食自动加热。
　　“外卖送餐至少二三十分钟，有时候
送过来菜就凉了。”市民张先生说，智能
售饭机一分钟就能出来热气腾腾的饭菜，
而且价格相对便宜。
　　“堂食暂停，给行业带来挑战的同
时，却也蕴藏商机。”山东米满多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斌说，写字楼人员密
集，就餐时间，外卖扎堆也难以满足需
求。于是他与团队开始拓宽思路，研发
“智能售饭机”。
　　相比于第一代的格子柜，现在“智能
售饭机”已经升级到第五代，可以实现任
意点餐，组合出餐。据介绍，一台设备可
以供应接近100人用餐，采用的是抽真空
充氮气保鲜技术，最大程度保证菜品
品质。
　　疫情形势下，智能售饭机迎来了推广
契机。“如今已经有十几台设备在用，集
中在写字楼、单位餐厅。”刘斌说，目前
还在跟旅游、交通等部门洽谈，智能售饭
机有望进入景点解决景点就餐问题。

  □ 本报记者 陶相银 肖 芳
         栗晟皓

  近日，在威海高新区华田智能装备加
速器院内，起重吊梁将一个七八米长、三
四米高的“大家伙”吊入一个水池内，十
几名工作人员忙前忙后，对这台沉入水中
的机器进行各项测试。
　　“这是我们刚研发的水下铺缆切缆机
器人，现在进行初步的性能指标测试，预
计5月再下海测试。”测试现场，山东未
来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扬红说，它
能在深达3500米的海底开展光缆、电缆、
管道施工、检修等多项复杂作业。
  在2022年山东省重大实施类项目名单
中，山东未来机器人有限公司海洋工程智
能装备研发与生产项目位列其中。李扬红
告诉记者，作为一家专业开发水下检测作
业机器人、海洋工程机器人、消防机器
人、人工智能机器人的高新技术企业，山
东未来机器人有限公司今年预计年产水下
机器人等高端智能装备1 0 0 台（套）
以上。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是先进制造、信
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的综合体，代表着
高端装备制造的重要方向。作为我省“十
强产业”行动计划之一，《现代海洋产业
2022年行动计划》提出促进海洋传统产业
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海洋前沿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今年的产值预计是3亿元，我们10
年后的目标是50亿到80亿元。”山东未来
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陶泽文说。目前该
公司有140多名员工，研发人员占到半数
以上，公司的深海水下作业机器人系列
产品零部件实现100%国产化，下一步将
研发35 0 0米到70 0 0米之间的深海作业
产品。
　　发展智能航运是大势所趋，国务院印
发的《“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发展规划》对智能航运作出了具体部署。
在我省基础设施“七网”2022年行动计划
中，智能航运也已被明确列入现代物流网
的建设内容。
　　“我们在这栋楼里，坐在这个大屏
前，就如同身在船上，你能看到船的位
置、船头、驾驶台以及周边海况，还可以
遥控驾驶船舶。”近日，在青岛蓝谷智能
航运产业园内，站在青岛航运发展研究院
一楼的岸基运控中心大屏幕前，智慧航海
（青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姜海鹰向记
者介绍了目前全球最大、中国首艘智能航
行集装箱船“智飞”号。
　　4月下旬，“智飞”号在山东港口青
岛港正式交付，投入商业运营。数日来，
这条最多可装载316个标准箱的集装箱
船，每日往返于青岛港、日照港之间，成
为繁忙海运大军中的一员。

　　与其他船舶不同，“智飞”号具有人
工驾驶、遥控驾驶和无人自主航行3种驾
驶模式。它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于船
岸协同的船舶智能航行与控制关键技术”
研究成果的落地示范船。通过5G、卫星
通信等多网多模通信系统，“智飞”号可
以与港口、航运、海事、航保等岸基机构
实时进行协同，实现航行环境智能感知认
知、自主循迹、航线自主规划、自主避
碰、自动靠离泊和远程遥控驾驶。
　　“放眼全国，山东在发展智能航运方
面独具优势。”姜海鹰说。目前，青岛已
经同时拥有智能航运发展的“三大件”，
即智能船舶、岸基运控中心和经过交通运
输部海事局批准的220平方海里的智能船
舶测试场。此前，青岛航运发展研究院及
青岛智能航运产业园也已交付使用，16家
智能航运领域骨干企业先行进驻。如今，
一个集技术研发、船舶制造、智能测试、
运行保障于一体的全国性智能航运创新高
地，已在鳌山湾畔崛起。
　　山东省“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
提出，日照港重点建设以能源和大宗原材
料运输为主，集装箱和其他货物运输为支
撑的国际物流枢纽港，着力打造全国最大
的大宗散货集散、混配基地和重要的液体
散货接卸中转中心。
　　近日，在山东港口日照港石臼港区南
作业区现场，广阔的堆场内，煤炭、矿

石、铝矾土等大宗散货堆成的小山星罗棋
布。在煤炭装船作业现场，十余台臂长60
多米的大型取料机不停翻转着抓斗，将煤
炭源源不断地传递到下方的皮带机上；另
一端的装船机在泊位上缓缓移动将煤炭投
入船舱。
　　与其他忙碌的取料设备不同的是，2
号取料机的驾驶里空无一人。“这是我们
前几天刚刚完成无人化改造的智慧取料
机，下半年这里还将有27台同样的设备完
成改造升级。”在作业现场，山东港口日
照港智慧绿色大宗散货作业区项目建设指
挥部副指挥姜磊向记者介绍。完成无人化
改造后，操作人员从现场作业转向后台遥
控指挥，不但极大改善了现场工人的作业
环境、节省了大量人工成本，而且作业效
率进一步提升。
　　据介绍，石臼港区南作业区的28台堆
取料机无人化改造包含大机自动化运行、
远程控制、环保抑尘等内容，计划将于今
年下半年建设完成，与之配套的南区数字
堆场系统包含港区三维数字孪生等功能同
步完成，实现管控一体化、设备自动化、
生产智能化。届时，19个作业主流程在南
区各作业区块之间实现互联互通，每块场
区均可兼顾作业多货种，场内短倒运输降
低90%，作业成本大幅下降，年作业能力
可达1亿吨。

山东大力发展海工智能装备、智能航运、智慧港口

紧盯智慧化，做强做优现代海洋产业

堂食暂停，餐饮企业研制“新吃法”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济南5月4日讯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为确保全省交通
公路干线高效运行，保障货运物流畅通，自5月1日起，省交通运输厅
组织对部分高速公路收费站、服务区、国省道疫情检查点，进行了跟
车体验的沉浸式暗访活动。
  省交通运输厅派出五个暗访组，分别在济南至潍坊、茌平、郓
城、沂水、薛城五条线路，跟车体验保畅工作，跟随货车体验900多
公里，全部行程近2000公里。同时，组织各市交通综合执法单位派出
工作人员68人，行程4100余公里，对本市区域进行随车暗访，共暗访
110余处各类疫情防控检查点。
  暗访发现，各高速公路出站口服务点工作人员积极引导驾驶员及
随行人员开展“四查一测”工作，对核验完毕符合防控政策要求的车
辆快速放行，均无按车籍地、户籍地、途经地、人员健康码带*劝返
等不符合省有关保畅保通和保障供应链稳定工作要求的情况。但暗访
也发现一些问题，部分地方疫情防控政策宣传告知不到位，给大货车司
机造成一定困扰；有的疫情防控检查点工作人员少，造成不同程度堵
车；有的未严格落实“即采即走即追”+“人员闭环管理”制度等。
  针对暗访发现的问题，省交通运输厅将严格落实“一断三不断”
要求，强化督查督办，责令有关单位迅即全面整改、确保整改到位，
全力保障物流畅通，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交通运
输保障。

　　□ 本报记者 卢昱 实习生 赵静

　　又到立夏时节。“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的
风景画，在齐鲁各地徐徐铺开，一个充满生机的盛夏时节宣告
来临。
　　春生夏长，生存保证之后，便开始琢磨成长的意义。而
“夏”字本身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其首见于金文中。篆文
“夏”字是一个身、首、脚俱全的人形，脸部甚大、双手叉
腰、两腿架叠。中原地区的人们便用“夏”自称。
　　这种惯性影响深远，西汉学者扬雄在所著《方言》中说：
“夏，大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
谓之夏。”此时，“夏”已由人之高大而引申出物之壮大，于
是古人称植物生长最旺盛的季节为“夏”。
　　春争日，夏争时。立夏一到，天气转热，雨水渐多，农事
劳作也进入热火朝天的时节。“惊蛰前，我们村试种了一棚小
西瓜品种，现在3000株苗秧上挂满了小西瓜，付出与收获是成
正比的。今年温度低，西瓜上市时间推迟了，收成很好，希望
价格也能好一些。”5月4日，滨州市沾化区下河乡刁家村党支
部书记王娟娟说。
　　此时，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冬小麦扬花灌浆，油菜接
近成熟，夏收作物年景基本定局，故农谚有“立夏看夏”之
说。农耕社会极重视立夏节气，周朝时，立夏这天，周天子要
亲率文武百官到南郊举行“迎夏”仪式。
　　在民间，立夏并无繁复的仪式活动，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放
在享受一年先到的收获和如何更好消夏上，此时的饮食习俗多
具“尝新”“防暑”的功能和文化意义。“尝新”，即在立夏
之日品尝时鲜，如蚕豆、黄瓜、樱桃、杏子等蔬果。山东多地
还有吃蛋习俗，流传至今。俗话说“立夏吃了蛋，热天不疰
夏”，随着天气渐热，许多人特别是小孩子会有身体疲劳无力
之感，而鸡蛋恰有性平、补气虚的功效，可以消暑祛病。
  立夏日称重，是山东地区常见的民俗活动之一。人们在空
地上放上一个大木秤，秤钩上悬挂着一个木凳，老老少少都坐
上去称量体重，并记录下来，到了立秋日那天再次称量。负责掌
秤的人则要根据对象不同说不同的吉利话，例如对老人要说“秤
花八十七，活到九十一”，称孩子则要说“七品县官勿犯难，三公
九卿也好攀”。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一民俗在娱乐身心的同时，颇
有提醒大家关注自身健康、注重夏季养生的积极意义。
　　立夏之时，万物并秀。5月3日的泉城，一批临时管控小区
解封，生产生活秩序正加快恢复。“相信疫
情很快就会结束，期待今后的日子里大家都
快乐工作、开心生活”……市民的朋友圈
中，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在山东各
地，一系列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举措正落地生根，保通保畅、物资保
供、退税减税等方面的好政策、好措施频
出，助力夺取“双胜利”。
　　“疫”去夏来，令人万分期待。

万物初盛迎新夏

□新华社发
  5月4日，博兴县庞家镇栾王村村民在清理设施大棚外的杂
草。立夏将至，山东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忙碌在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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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盐田

美如画
  □马延忠 贾海宁 报道
  又到春盐收获季。近日，滨
州市沾化区滨海镇春盐采收拉开
序幕，不同浓度的盐池呈现出不
同色彩，犹如大地上的巨型调色
盘。今年春盐收获作业将持续一
个多月，春盐产量将达60万吨。

山东开展跟随大货车体验暗访行动

提升车辆通行效率

全力保障物流畅通

（上接第一版）全省4 . 2万名护林员和2万余名防灭火巡查员坚守重点
林区，不间断巡护；专业消防队伍24小时保持临战状态。
  全省各级“四进”工作组下沉一线，对照省森防指办公室梳理的
9类86项问题清单，节日期间，持续摸排各重点地区森林防灭火工作
问题隐患；各级应急、公安、林业、消防等部门机构共派出近2000个
5000余人的督导组，对重点林区进行了督导检查；省森防指办公室采
取随机电话抽查的方式，对9个市、20个县、32个乡镇、7个林场落实
防火责任、野外火源管理和值班备勤等情况进行了检查。
  保持执法检查不间断及严打态势。节日期间，全省应急管理系统
共派出执法检查组7569个，出动执法人员21131人次，检查企业19491
家，发现问题24362个，拟立案违法行为227项，暂时停产停业企业136
家。各级消防救援部门共派出检查组1094个，检查单位3469个，发现
问题隐患7203处，整改5584处，停产停业1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