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从1月27日至2月15日期间，重点调度企业累计生产各类口罩5257 . 62万只、防护服15 . 39万套(其中国标无菌1 . 53万套)、防护面罩
44 .3万个、隔离眼罩/护目镜23 .44万个、消杀产品4 .66万吨。作为制造业大省、口罩生产大省，山东口罩产能占全国十分之一。在疫情期间，
医疗卫生行业春节不休，歇人不歇机，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支援一线。

口罩大省复工背后
春节不休、紧急转产，政府服务有实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玉岩 张阿凤

最早复工
春节不休，歇人不歇机

早在1月底，山东重点口罩生产企业就
基本全部恢复生产，最大限度满足防疫需
求。

在日照，国内最大的口罩生产企业之
一、工信部应急物资重点储备生产企
业——— 日照三奇医疗卫生用品公司，在接
到国家下达的物资调拨指令后，从农历腊
月二十八就进入24小时“歇人不歇机器”的
模式，每日向中央储备供应100多万只口
罩，其中大部分用于支援湖北一线。

在临沂，临沂康利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大年初一开工，实行24个小时两班倒连续
生产制，每天生产近2万只口罩，全部交由
市疫情处置工作指挥部统一调拨使用。

在枣庄，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
公司的300多名员工从1月19日至今，1个月
的时间没有休息过1天，就连大年三十的年
夜饭都是在公司用餐。公司日产医用外科
口罩15万个、医用防护口罩7000个，医用防
护服1200套，全力保障国家调拨需求。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山东作
为工业大省、口罩生产大省，成为口罩、防
护手套、防护服、护目镜等医疗物资的重
要输出地，全力以赴保武汉、保湖北、保全
国，尽显责任担当。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近期公布的数据，
作为口罩生产大省，山东省产能占到全国
十分之一。山东省工信部门统计，山东省

共有口罩生产厂家26家、医用防护服生产
厂家2家、隔离面罩生产厂家9家、医用隔
离防护眼镜生产厂家2家。日照三奇、枣庄
康力、东营俊富、魏桥家纺、滨州清渤美等
重点企业均24小时满负荷生产。

紧急转产
自筹1000万建设口罩生产线

疫情防控时期，防疫物资成为关键。
众多鲁企紧急审批资质，改造生产线，刷
新医用物资生产的“山东速度”。

在第一波复工企业中，如意科技、魏
桥创业、威高、华纺股份这些行业龙头，都
传来转产口罩、防护服的消息。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纺
股份”)2月8日下午发布公告称，按照滨州
市政府关于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部
署要求，结合公司市场发展需求，为公司
未来发展创造和提升条件，公司拟在华纺
工业园区内建设无菌车间生产医用口罩
及防护服，生产车间面积1500平米，自筹
资金1000万元用于投资建设，建设周期3
个月。

威海威高集团、迪尚集团两家企业，
在当地政府协调下紧急转产防护服。

青岛市乐好、沁都、三元色3家企业已
在转产防护服并申报资质，即发、雪达、恒
尼等企业正在转产民用口罩并已送检样
品。华仁药业已订购一次性口罩生产线和
N95口罩生产线，预计2月底前形成产能。

济南第一机床有限公司紧急调整生
产线，推出全自动高效口罩生产线，从材
料、成品、包装全程无人化运行，一天产能
19万只。

政府服务
驱车20个小时取“救命刀片”

在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总可能会遇到
一些困难。1月31日，一条紧急求助信息从德
州发出。医用口罩紧缺，德州市康迪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用于切割口罩的刀片损坏，5台
机器只有1台能维持生产，口罩大幅减产。而
刀片供应商为湖北仙桃市企业，各地疫情防
控严密，刀片运输受阻。

山东工信厅赴德州督导组积极联系湖
北相关部门。最终，德州市工信局决定，由工
信局工作人员驱车前往湖北省界取回刀片。
2月2日凌晨4点，经过1600多公里的奔波、驱
车20多个小时后，工作人员终于在湖北省界
取货地点顺利取到刀片，帮助企业修复设备
恢复产能。

疫情防控战打响后，山东省工信厅随即
印发《关于对部分重点企业派驻督导组实行
特殊时期省级统一调度机制的通知》，向省
内多家口罩生产企业派出督导组，建立特殊
时期省级统一调度机制，帮助在产企业加大
马力生产、放假企业加快复工生产。

2月25日，东营舒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医疗物资生产基地项目也落地投产。开发区
相关部门和招商公司切实提供全方位、立体
化、保姆式专业服务，项目从工商注册到落
地投产仅用了5天时间，跑出了开发区推动
项目投产加速度。

该项目主要生产一线紧缺医用防护口
罩、医用无菌防护服等医疗物资。达产后，项
目能够日产医用防护口罩40万件、日产医用
无菌防护服1万件，预估年产值6亿元，可带
动500名员工就业。

近年来，淄博市博山区博
山镇借助生态资源优势，因地
制宜摸索和推广特色生态农
业、新型种植业和特色专业合
作社的发展，并培育打造了一
批猕猴桃等特色农业产品种植
示范园。2019年，博山镇猕猴桃
种植面积达到5000余亩，并入
围山东省第四批知名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省级知名农产品
企业产品品牌。

“咱农行的贷款真是来得
太及时了！”家住博山镇的房宽
亮谈起自己获得农行50万元信
贷资金支持的经历，说不出的
高兴。2015年，房宽亮放弃了外
出打工的机会，自己在家开始
了猕猴桃种植生意。历经五年
时间，房宽亮的种植园日渐扩
大，现已达到150亩，并成为博
山镇猕猴桃种植示范园。一年
之计在于春，猕猴桃也开始了
新一年的萌芽期，架材整理、绑
蔓、施肥等工作陆续开始。但随
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家里的资
金出现了较大缺口。

疫情防控期间，农行博山
支行创新服务形式，积极通过
电话、视频等方式开展线上金
融服务。在了解到房宽亮等人
的猕猴桃种植资金需求后，为
其量身推荐了“惠农e贷”特色

惠农产品，并建立绿色金融通
道，快速审批、快速放款。截至2
月20日，农行博山支行今年已
累计为猕猴桃种植户发放信贷
330万元，全力满足猕猴桃生产
资金需求。

“多亏了农行的贷款，让我
在一筹莫展之时看到了希望。”
枣庄市山亭区水泉镇棠棣峪村
村民周振升欣喜地说道。近些
年，棠棣峪村火樱桃品牌日渐
响亮，火樱桃市场不断扩大，产
品不愁销路了。作为棠棣峪村
火樱桃种植大户，老周一口气
承包了20亩山地。但随着种植
规模的扩大，肥料等物资的资
金需求陡增，导致资金日趋紧
张。由于缺少必要的担保，老周
在几家银行申请贷款都吃了闭
门羹。

正老周资金陷入困境之
际，农行枣庄山亭支行客户经
理了解到他的情况，主动与他
取得联系，并快速为他办理了
50万元的鲁担惠农贷。获得资
金支持的老周激动得一夜未
眠，他高兴地说：“没想到农行
的鲁担惠农贷业务手续简单、
放款速度快，利率还低。有了农
行的支持，今年肯定是个好收
成！”

围绕当地政府提出的“一

镇一业”战略，枣庄山亭支行亭
近年来投放各类贷款2800余万
元，加大对种植农户，及润品源
等果品深加工、物流配送、储藏
保鲜企业的支持力度，实现产
品与市场、农户与公司的无缝
对接，促进了农业产业优化升
级。目前，水泉镇火樱桃栽培面
积达8万余亩，年产优质火樱桃
4500万公斤，全镇共有各类上
下游果蔬加工企业40余家，实
现产值6 . 5亿元，产品畅销北
京、上海、苏州等大中城市的
100多家超市和果品批发市场，
仅此一项就使全镇人均增收
5000余元，火樱桃已成为当地
农民增收的“拳头产业”。

安丘市官庄镇河南管公村
刘文军，目前经营着当地规模
较大的肉鸡养殖场，年养殖量
能达到100万只。“我从事肉鸡
养殖已有10多年，今年受疫情
影响，肉鸡销售遭到不小的冲
击，再加上饲料、药品供货商开
始催收货款，感觉快撑不住
了！”眼看着资金周转陷入困
境，刘文军的心开始慌了。

据了解，安丘市官庄镇是
当地最大的肉鸡养殖产业集
群，也是农行安丘市支行重点
支持的区域优势特色产业。近
年来，该行按照“一镇一特色”

的农业生产布局，积极支持农
业龙头、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养
殖产业主体。

疫情发生后，农行安丘市
支行组织专业团队多次走访对
接当地养殖户，了解到刘文军
的情况后，支行客户经理第一
时间到他的养鸡场实地调查，
并根据刘文军的实际情况，发
放了200万元贷款，解决了他的
燃眉之急。

目前，官庄镇像刘文军一
样缺乏周转资金的养殖户，已
有7户拿到了1000多万元贷款，
进一步支持了养殖产业稳定发
展，保障了农副产品民生供应。

雨水时节，滕州市木石镇
木石三村村民陈军的种植大棚
内一陇陇刚种植完毕的土豆，
覆盖着地膜整齐有序，大棚内
充满泥土翻耕后的特有气息。

“多亏了农行的线上贷款，疫情
期间也能自助放款，要不然我
就买不上种子和地膜了。”谈起
今年的马铃薯种植，陈军颇有
感触。

每年春节前后是滕州市夏
季马铃薯种植的时节，也是滕
州木石镇木石三村土豆种植大
户陈军最为忙绿的时候。往年
为了筹集近200余亩马铃薯种
植所需的种子、地膜等农资采

购资金，陈军总是东借西凑，到
银行网点办理抵押贷款。与往
年不同的是，今年春节一场突
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席
卷全国，受疫情影响当地银行
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均处延
时复工状态，眼看土豆种植的
农时就要过了，自己采购种子
和地膜的钱还没凑够，焦急的
陈军向当地农行客户经理打电
话希望到网点办理贷款，了解
其情况后，客户经理指导其使
用掌上银行线上发放了20万元

“鲁担惠农贷”贷款，瞬间解了
陈军的燃眉之急。

滕州市马铃薯享誉全国，
为地理标志产品，是农业部命
名的中国马铃薯之乡。近年来，
马铃薯种植业已成为滕州市农
业种植支柱产业，马铃薯年种
植面积65万余亩，总产量达
200万吨。农行滕州市支行围
绕马铃薯种植产业，统筹信贷
资源。开通绿色通道，不断加
大信贷投入力度，及时有效满
足农户金融需求。近3年来，
先后投放贷款4000余万元，重
点支持家庭农场、专业大户、
收购大户快速发展，积极促进
马铃薯产业上规模、上档次，助
力“小土豆”变成“大产业”。

(通讯员 朱沙 郇长亮)

农行山东分行聚焦产业兴旺支持优势特色农业
近年来，山东省大力培育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形成了烟台苹果、寿光蔬菜、金乡大蒜、章丘大葱、沾化冬枣、莱阳黄梨梨、青州银瓜、乐陵

小枣、平阴玫瑰、菏泽牡丹、日照绿茶、德州扒鸡等一大批特色农产品品牌，优势了特色产业升级，优化了产业结构，，提升了产品价值。2020
年，山东省确定建设农业“新六产”示范县50个、示范主体600家。农行山东省分行主动对接各类农业“新六产”示范县和示范主体、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等，重点支持打造本地名优特产品，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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