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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潍坊市

先后有多批医疗队奔赴湖北救援一线。为让医务人
员在前线安心工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潍坊市
总工会迅速启动援湖北一线医务人员家庭关爱行
动。

对市直驰援武汉一线医务人员家庭发放慰问
信，并免费发放蔬菜、粮油等必需品及防疫物资，
每周配送到家中，直至疫情结束。各县市区驰援武
汉一线医务人员家庭关爱工作由各县级工会负责落
实。

据悉，疫情期间所有关爱物资由交运优选免费
配送至市直赴湖北救援一线42户医护人员家中。交
运优选是全市职工创新创业大赛中脱颖而出的职工
优秀创业项目，疫情发生后，该团队专门成立青年
突击队，24小时志愿为医护人员家庭提供上门服
务、后勤保障等免费服务，并免费提供84消毒液和
酒精等防疫用品一宗，紫鸢乳业免费为该42户家庭
提供纯牛奶一宗。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青州讯 2月23日，春节后第三列“齐鲁

号”欧亚班列从青州港天物流园发车，驶往位于中
亚的塔什干等城市，这标志着“齐鲁号”欧亚班列
潍坊发运点恢复常态化运行。

据悉，本次班列运送的货物包括工程机械、拖
拉机、钢卷、温室大棚材料、轮胎、瓷砖等。从本
次班列开始，“齐鲁号”欧亚班列潍坊发运点的发
车将达到每月15至20列的水平。

“齐鲁号”欧亚班列的运行一度受到疫情影
响。随着潍坊市及周边地区企业陆续复工复产，商
务、铁路、海关等部门及相关物流企业密切配合，
积极对接国内外客商，从运力配置、车辆运用、计
划方案上进一步优化组织调度，确保班列迅速恢复
常态化运行。潍坊发运点在保障防疫安全的前提
下，配置专业作业队伍，切实增强运输力量，全力
帮助解决外贸企业运输难题，确保计划不落空，运
期有保障。

□ 本 报 记 者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刘明志 刘瑞华

1月23日，临朐县确诊潍坊市首例输入性
新冠肺炎患者；1月25日，确诊第二例；2月1
日，确诊第三例。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潍坊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临朐县担当作为，
精准施策，科学防控。面对疫情防控严峻形
势，临朐县级领导班子全部下沉，奔乡村、赴
医院、进企业，统筹好县、镇、村、企，做好疫
情监测、排查等工作；4万多名党员干部第一时
间到岗到位，130余支党员先锋队冲锋在前。

1月22日，接到可疑病例报告后，临朐县
迅速组织救治、采样上报、展开流调、隔离观
察，严阵以待的6854名医护人员火线投入战
斗。临朐县直面“第一”，把患者救治放在首
位，设立27处发热门诊，组建6个流动医疗救
治专家组，确定了临朐县人民医院作为定点救
助医疗机构，全力以赴做好确诊病例的救治工
作。

该县科学做好预检分诊工作，启用隔离病

房和2处集中隔离点，做好患者筛查隔离和留
置观察，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
疗，打通源头控制、疫情监测、科学处置链
条。对收治的3名输入性确诊患者，成立30多
名医护人员组成的精锐团队，潍坊市专家组多
次现场和远程会诊指导，全力以赴做好救治工
作。在严格执行国家诊疗方案的前提下，组织
感染、呼吸等科室，实行“一患者一团队”
“一患者一方案”个性化诊疗，根据病情变
化，随时适时调整诊治方案，辅以心理、营养干
预，进一步提升了治疗效果，加快了患者康复痊
愈的进程。

到2月15日，临朐县3例输入性确诊病例全
部治愈出院。至此，临朐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做
到了零死亡、零新增、零扩散，确诊和疑似病
例“清零”。

从收治首例输入性确诊病例到“清零”的23
天，凝聚了临朐县上下的艰辛和努力。

“一把手”带头抓、“一把手”负总责，带领4
万多名临朐县党员干部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
其中，临朐县东城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守成盯在
一线，1660余名镇村干部逐村逐户进行地毯式

摸排，设立384个关卡；九山镇党委书记贺志健
带头包靠重点地区返乡人员，划分5级211个网
格，开展“战疫情党旗飘，争当红色帮办员”活
动；柳山镇党委书记窦海燕冲锋在前，镇村党员
全上阵当好“五大员”，把“堡垒”筑在防疫最前
沿，将党旗插在群众最中间。

聚焦防输入、防扩散，全县上下“一盘棋”，
向着“清零”目标冲刺。全县937个村“网格党支
部”成立了3000余支“摸排小分队”，1000余支

“关卡劝导队”，拧成“一股绳”，一竿子插到底，
筑起了四方联防联控、邻里守望相助的“铜墙铁
壁”，杜绝了人员聚集和横向流动。实行联防联
控，群防群治，统一调度指挥防控工作。镇街园
区、村(社区)配齐配全力量，一线布控，统筹做
好疫情监测、人员排查等各项工作；医疗部门做
好病人诊治；公安、财政等各司其职，落实道路
管制、经费保障、物资调配，拨付疫情防控和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1600万元，调配防疫
物资，保障一线防控人员、基层群众和复工企业
员工需求。实施镇街园区主导，派出所、卫生院
包靠的“1+2”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推行“一企一
组”驻企联络，严控“县、镇、村、企”四道防线，筑

牢监测、排查、隔离、救治、预防五个关口，织密
织牢最精准、最有效、最周密的“网格单元”管控
体系，做到县不漏镇、镇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
漏人。

同时，临朐县强化疫情监测和分析研判，采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地毯式摸
排、网格化管理、大数据分析”，做好重点人群的
摸排、跟进、随访工作，全面梳理109个有物业管
理小区、90个单位代管小区和32个“三无”小区，
逐个小区设岗执勤，点面结合、网格推进；实时
掌握全县12 . 4万名学生和37 . 8万名家庭成员身
体状况、活动轨迹，落实72个县直部门逐户追根
溯源式摸排，建立工作台账，进行“日核查、日报
告”。严格执行落地核查，此前在长深高速出入
口和重要道路节点设立7个检查站，累计检查车
辆8 . 2万辆、人员14 . 6万人次，建立起了“不漏一
人、不落一户”的信息网，确保了监测无遗漏、工
作无死角。

在这场疫情防控战中，临朐县上下同心协
力，上下联动，迸发着党员群众携手并肩、共克
时艰的硬核力量，凝聚起了四方联防联控、邻里
守望相助的“临朐力量”。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都镇强
本报实习生 张江汀

“我们一定在守好疫情防控安全线的前提
下，千方百计加快新开工项目的建设进度，确保
早建成、早投用。”2月24日上午，在位于昌乐县
中科氢能研究院项目的施工现场，项目副总经
理刘东全说。当天，潍坊市14个重大重点项目举
行集中开工仪式。除设在潍坊高新区的主会场
外，该市还在坊子区、寒亭区、安丘市、昌邑市、
临朐县、昌乐县分别设分会场。分会场也都相继
举行了各自的重点项目开工仪式。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项目建设。潍坊
市在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相继启动了

重点项目建设，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坚定信
心、克难奋进，在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全面加快重大重点项目建设，推动疫
情防控和高质量发展“两不误”“双胜利”。

潍坊市近期相继开工的重点项目突出新旧
动能转换“十大产业”引领，重点打造产业生
态，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培育壮大产业集群。
以寒亭区开工的“中国农创港”项目为例，该
项目是2020年度潍坊市级重点项目、山东省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第一批优选项目。项目
有效整合金融资本、农创平台、产业地产、科
创机构等主体的优质资源，通过股权合作、产
业招商、运营管理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模式，打
造以大数据驱动的农业产业服务集聚区以及

“金贸工农一体化”的潍坊模式，以成熟金融
创新能力和信息化服务能力为两大引擎，通过
加强国际交流、引入国际资源，推动综试区
“五中心一基地”建设。

眼下，潍坊市正统筹抓好疫情防控与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坚持同研究、同部署、同
落实,努力实现“两不误、双胜利”。其中，
潍坊坚定不移抓好项目建设。突出抓好省重
点、省优选、市级重大重点和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项目，加快开辟项目建设绿色通道，严格落
实“要素跟着项目走”，进一步抓好项目谋划
储备，分级分领域落实推进责任，确保项目建
设安全扎实有序推进。

与此同时，围绕现代化高品质城市建设和

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今年，潍坊市委、市
政府集中力量抓好20个市级重大项目和200个
市级重点项目。220个项目总投资4722 . 3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618 . 4亿元。其中，20个市级重
大项目总投资989 . 3亿元，200个市级重点项目
总投资3733亿元。

在抓项目建设的同时，潍坊市积极推动“双
招双引”不见面远程沟通，调整优化“双招双引”
活动方案，确保疫情基本结束立即启动。该市进
一步强化网上招商，加大对重点园(片)区、重大
产业的招商宣传力度，抓紧谋划大数据、区块
链、物联网及生物医药、大健康等新兴产业招
商，努力提升“双招双引”的针对性、实效性。

潍坊市推动疫情防控和高质量发展“两不误”“双胜利”

重点项目开工忙“双招双引”出新招

临朐县建立疫情防控“不漏一人、不落一户”信息网

联防联控 守望相助

“齐鲁号”欧亚班列

恢复常态化运行

启动抗疫一线医务人员

家庭关爱行动
□ 本 报 记 者 宋学宝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黄小龙

“听说你们那里有网上招聘，我们急需
招聘搬运工和叉车工，能不能给我们也发一
发用工信息？”

“可以的，疫情期间我们网上招聘不停
歇，招聘信息及时发布，求职者也及时给企
业推荐。”近日，中凯兴业公司人事经理张
飞飞电话询问网上招聘事宜，潍坊市寒亭区
就业中心工作人员面对企业咨询答疑解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寒亭区及时暂停
了全区线下招聘活动，但网上招聘不歇业，
通过网上开招聘会，线上办理业务，整合就
业政策资源，全力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扶持
和帮助。2月9日、16日在“寒亭人社”“找
活儿”等微信平台举办了两期网上“春风行
动”招聘会，发布招聘企业76家用工岗位
2174个。目前已有459名劳动者通过网络、电
话参与招聘会，有213名劳动者与用工单位达
成就业意向。

在潍坊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工人们戴着口罩忙碌着，一派秩序井
然。“公司为我们配备了口罩、护目镜等防
护用品，并有专门人员每天进行消毒，我们
可以安心工作。”公司职工申存明说。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潍坊天润曲
轴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力做好企业自身防疫的
同时，积极复工生产。“针对目前疫情形
势，我们采取车间消毒、员工隔离就餐等防
疫举措，现在公司产能已恢复到春节前水
平。”生产经理刘文正介绍说。

据了解，寒亭区对复工企业严格执行疫
情防控要求，严格执行外来人员管控机制，
对内严防死守，对外来接触人员严格检查，
落实公共场所、人员聚集场所消杀防疫和人
员体温检测等措施，加强对外地返厂人员的
隔离观察，同时积极解决复工企业在用工保
障、资金支持等方面的问题，确保疫情防
控、复工生产两不误。

不只是线上招聘，寒亭区从预防疫情实
际和企业用工需求出发，及时发布落地一系

列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利好政策，包括建立
24小时规模以上企业用工调度保障机制，专
人包靠，实行日报告制度；及时更新辖区内
剩余劳动力动态管理台账，通过线上及时推
送辖区内招聘信息，引导劳动者就近就业；
对成规模、集中性返岗的劳动者，协助包靠
辖区企业搭建返岗直通车，帮助劳动者安全
返岗就业等。同时，该区从疫情发生以来已
为120余家企业线上解答社保补贴、稳岗补
贴、创业贷款、培训补贴等政策，推动企业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尽快复工复产。

稳就业才能促生产。为进一步保障区内
企业用工，稳定劳动关系，近日该区还成立
了6个帮扶企业复工解决用工难题工作专
班，各专班即刻通过现场调研、电话访问、
微信联络等方式对接各街道、开发区内规模
以上企业，准确“把脉”企业用工需求和实
际问题，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再加把劲儿。
截至目前，已对接区内规模以上企业50家，
返岗上岗4135人，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
工复产率达98 . 3%。

线上就业服务助力复工复产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丁延峻 报道
本报潍坊讯 2月20日，潍城区举行重点招商

项目视频签约仪式，山东潍坊智慧科技城二期、中
智人力资源区域总部等总投资30亿元的6个项目，
以远程视频形式，在潍城和项目方两地同步签约。

此次签约项目涉及高端装备、商贸物流、信息
技术、现代服务、总部经济等领域，科技含量高、
体量规模大、辐射带动强，必将对全区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推进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当前，潍城区正处在加快转型、跨越发展的关
键时期，全区上下紧紧围绕“推进高质量发展、建
设现代化高品质强区”的目标定位，以实施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为引领，聚力打造新兴产业发展
区、高端商贸聚集区、文旅融合示范区和都市农业
休闲区，一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
速涌现。

潍城区6个项目视频签约

□宋学宝
王庆和 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青州市退
役军人创业基地的
退伍老兵们自愿成
立应急队伍，支援
当地抗疫一线。他
们还自筹资金10万
元，购买 8 4消毒
液、防护口罩、军
大衣、方便面、矿
泉水等，分赠给当
地的街道、社区、
特巡警大队、公安
派出所等。

图为青州市退
役军人创业基地活
动保障部的退役军
人到青州市公安局
特巡警大队，为公
安干警们捐赠防疫
物品及饮用水和食
品。

□记者 张鹏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保障企业开工复工，根据潍

坊市委经济运行应急指挥部工作安排，自2月22
日17点开通政策信息咨询和问题诉求热线电话。
主要包括：

综合协调（0536-8090761）
投资运行（0536-8090762，8090775）
工业运行（0536-8789732）
农业稳产保供（0536-8217091）
消费与市场运行（0536-8091193）
外经贸运行（0536-8091212）
金融运行（0536-8090465，19953687355）
交通运输保障（0536-8097077）
就业保障（0536-8875210）
据悉，企业重点项目开工复工和建设中存在

的相关问题，以及规模以上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农业生产物资供应、用工和社保等问题，都可及
时拨打电话咨询。

潍坊市委经济运行

应急指挥部

多部热线电话开通

□记 者 都镇强
通讯员 崔爱彬 报道

本报昌乐讯 2月22日，昌乐县面向复工复
产的重点企业派驻联络员，督促企业落实疫情防
控主体责任，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推进企业
复工复产。

该县65个县直有关部门党委（党组）从党员
干部中抽调精干力量，向62家划型管理工业企业
（6家骨干企业、16家重点企业、40家成长型企
业）、8家物流企业、6家服务业企业、4家大型
超市和防控任务较重的乐港公司派驻联络员。其
中，6家骨干企业、16家重点企业除由县直部门
党委（党组）派驻联络员外，还由企业所在镇
（街）党（工）委落实党员干部共同派驻。对县
直部门党委（党组）没有派驻联络员的其他“四
上”企业，由企业所在镇（街、区）党（工）委
落实党员干部派驻。

联络员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和具体指导，帮
助企业配全防控物资储备，完善出入管理、人员
防护、消毒消杀、就餐住宿等方面工作，认真指
导、监督企业履行疫情防控责任、落实复工复产
各项措施，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复工复产，做到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

昌乐派驻联络员

打好防疫复工联动战

□ 本 报 记 者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刘久平 吴法福

车辆消毒，驾驶员测体温，一箱箱蔬菜被轻轻
地搬上车、整齐地码在一起。2月25日凌晨5点，安
丘市大汶河旅游开发区贾家王封村名峰蔬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的蔬菜交易市场就已经忙开了，一车车蔬
菜从这里走向百姓餐桌。

名峰蔬菜种植合作社主要以贾家王封村为主，
辐射带动周边韩家王封村、大埠后村、庵顶村等10
多个村，现有高效温室大棚300多个，年产无公害
黄瓜、西红柿等蔬菜800万公斤。“现在每天早晨
走货20000公斤，蔬菜都是我们合作社种植的，主
要供应安丘超市和社区居民，部分销往周边县
市。”合作社理事长贾明峰说。

疫情防控期间，蔬菜怎么对接群众需求？贾明
峰说，政府的网上“菜篮子超市”让蔬菜很快就会
到达群众手中。

据了解，安丘市采用百姓点菜、政府检菜、菜
商送菜的模式，有效打通了特殊时期从地头到餐桌
的运行链条。安丘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安丘乡村赋
能运营中心携手安丘农耕、盛大市场、华夏庄园等
农业企业及各类农产品合作社，依托乡村赋能微特
服务平台，整合该市蔬菜基地、合作社产品信息进
行集中发布，然后通过安丘农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全市配送，搭建起网上“菜篮子超市”，为群众提
供生活物资线上订购、线下配送服务。

这种“互联网+社区服务”的新模式，不但推
动便民服务向乡镇、社区、小区延伸，保障了群众
菜篮子供应，还畅通了市内农产品购销信息渠道，
有效解决了蔬菜价格上涨和蔬菜供应“最后一公
里”难题。

网上“菜篮子超市”

满足需求稳定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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