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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严禁在高速公路主线和服务区设置防疫检测点

不得擅自关停服务区，一证全国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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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记者9日从
交通运输部获悉，针对当前货运物流存在
的突出问题，交通运输部部署落实货运物
流保通保畅工作，要求严禁在高速公路主
线和服务区设置防疫检测点，严禁擅自关
停高速公路服务区。要建立统一格式、全国
互认、办理便捷的通行证制度，确保通行证
全国通行。

据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交通
运输部、公安部等部门加强统筹调度，督促
指导各地科学规范设置公路防疫检查点、

分类精准实施通行管控、完善货车司机服
务保障，做好医疗、民生、能源、农资等重点
物资运输保障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效。但部
分地区政策落实不到位、层层加码的问题
仍然存在，长三角等部分涉疫地区物流运
行不畅问题较为突出，必须采取更加切实
有效措施，着力打通堵点卡点，保证全国物
流运行顺畅，加强货车司机服务保障。

这位负责人表示，要确保坚决阻断病
毒传播渠道，确保公路交通网络不断、应急
运输绿色通道不断、必要的群众生产生活

物资运输通道不断。要依法依规制定通行
管控措施，不得层层加码、一刀切，确保通
行管控政策统一。要及时为货车司机提供
餐饮、如厕等基本生活服务，加密设置核酸
检测点，确保货车司机服务措施到位。要加
强区域协同、信息互通，做到统一汇总，及
时发布，确保管控信息互联共享。

这位负责人要求，要加强路网监测调
度，健全部省站三级联动调度机制，及时
调度拥堵缓行收费站。要加强路网运行
信息发布，引导公众合理规划出行。要加

强对各地统筹调度，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确
保各项措施有效落实，确保问题有效解决，
切实保障货运物流畅通和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稳定。

据了解，近期全国本土疫情多点频发，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任务繁重。部分地区对
货运车辆采取层层加码、一刀切的通行管
控措施，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关停，部分公
路防疫检测站拥堵，造成货运受阻、物流不
畅，部分地区生产生活物资供应受到影响，
社会各方高度关注。

齐鲁晚报记者
夏侯凤超 于悦

4月9日，济南市召
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
控的最新进展情况。

济南市政府副秘书
长、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应急指挥领导小组综合
协调组组长张蓉介绍，4
月8日0时至24时，全市报
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
例，无症状感染者23例。

“3·29”疫情发生以来，截
至4月8日24时，济南本轮
疫情累计报告本土阳性
感染者102例(普通型6
例、轻型24例，无症状感
染者72例)，目前均在山
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接受治疗，所有病例病
情稳定。

新增病例均在
隔离和管控区发现

从新增阳性感染者
情况看，10例为商河县
疫情的关联病例，16例
为省外入济建筑工地务
工人员疫情的关联病
例。新增病例均在集中
隔离场所和管控区域核
酸筛查中发现，疫情没
有形成社会面传播。

为迅速切断潜在的传播链条，济南及
时划定了一批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实
行机关干部下沉防疫一线，推行“五包一”
防控工作机制，确保疫情防控和服务保障
双到位、双加强。

入济返济人员
要提前报备

济南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政委郑宏
介绍，按照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
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的《关
于进一步加强入济返济人员管理服务通
告》规定，全市公安机关将持续加强对社会
面治安管控力度，会同相关职能部门积极
做好入济返济人员、车辆的查控登记等工
作，全面加强对入济返济人员服务管理，严
把入口关，防止疫情输入，确保不发生规模
性疫情反弹。

入济返济人员应提前3天向所在社区
(单位、酒店、村)报备，来济当天主动报告
乘坐交通工具和到达时间。抵济后第1天、
第3天各做1次核酸检测，第7天再做1次核
酸检测。入济返济人员在抵济7日内，不得
参加聚集性活动、不得出入公共场所、不得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得前往人员密集场
所、不得参加各类会议培训活动，规范佩戴
口罩，严格个人防护。

对重点地区入济返济人员严格按现行
规定“点对点”接返，进行7天集中隔离和7
天居家健康监测。

对违反规定,拒不执行的，公安机关将
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拒不配合疫情防控措
施，可能造成疫情传播，造成社会大众传染
风险，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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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商河甜瓜、蔬菜因疫情滞销

地头商超“点对点”多方合力带货

商超采购经理现场测验甜瓜品质。

齐鲁晚报记者 宗兆洋 李梦瑶

甜瓜滞销

董作彬说，以往甜瓜上市的季节，他
只需跟客户通个电话，货车就能开到大
棚门口。而如今，他只能先将成熟的甜瓜
摘下来储存，“再不摘就熟过了。”

董作彬告诉记者，他所在的西董村
不少村民都靠种甜瓜为生，他种甜瓜5
年了，承包了4亩地，每年甜瓜产量有
两万斤。“第一茬甜瓜清明前后上市，
正好就是现在这个时候。第二茬甜瓜五
一前就能成熟。”董作彬说，他种植的甜
瓜品种是京甜5号，第一茬产量达到7000
斤。

受疫情影响，外面的车暂时不能进
入商河，县内的车也暂时不能外出。看
着这么多甜瓜，董作彬愁坏了，“卖不
出去可咋办？”另一位村民告诉齐鲁晚
报记者，他家有两个大棚，每年甜瓜产
量近两万斤。第一茬甜瓜已经成熟，自己
摘下储存了两三天后，办了一张通行证，

“我自己开车运了一批甜瓜，送到了批发
市场。”

董作彬说，他也办了一张通行证，并
将1500斤甜瓜送到了一家愿意献爱心的
公司。虽然已经卖出去一部分，但还剩下
约5000斤甜瓜没找到销路。

了解到商河白桥镇的甜瓜因疫情滞
销的情况后，齐鲁晚报记者立即联系到
济南大润发超市和华联超市相关负责
人，他们均表示愿为瓜农解决滞销问题。

7日下午，华联超市生鲜采购部经理
胡群告诉记者，他们已第一时间与当地
两位瓜农取得联系。“我们得知，他们目
前已将甜瓜摘下来，放在箱子里储存数
天了，采购部还需派人到现场查看甜瓜
品相，再与农户商定采购价格和数量。”

大润发办公室工作人员于女士表
示，大润发对于蔬果采购有一定标准，
只有达到标准才能进入超市。“采购部
经理可以去农户家中查看，如果甜瓜
成熟度、个头等都符合采购标准，我们将
批量收购。”

商超带货

为了便于“点”对“点”运输，记者马
上联系了商河县商务服务中心和白桥镇
政府。“没问题，我们负责办理通行证，做
好核酸检测后，可以随时过来，我们积极
配合。”商河县商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孙凤
国说，目前商河也正在积极对接商超，帮
助果农、菜农销售。

“我们会安排好路线，点对点，保证采
购、运输路线通畅。”白桥镇党委委员、宣传
委员陈超表示，之前得知瓜农的困境后，镇
政府立即与农贸批发市场对接，也与本地
多家超市协调，全力以赴想办法。

目前，白桥镇政府已提前将滞销的
甜瓜数量统计出来，南董村、西董村已采
摘待销售的甜瓜8000多斤，近一周待采摘
的还有两万多斤。

4月9日10时，白桥镇政府工作人员在
商河高速口接到大润发超市和华联超市
的采购经理，一同来到南董村。超市工作
人员对甜瓜质量现场进行评估后，双方达
成合作，“我们会先预订一批，为瓜农消化
一部分。”大润发超市相关负责人表示，会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赋能农产品，为滞销
农户带货。

“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我们义不容
辞。”华联超市生鲜采购部经理胡群表示：

“华联超市作为济南本土企业，一直怀着

一颗感恩的心。”
“家里剩下的几千斤瓜全卖出去了，

今年多亏了大家帮忙，要不然肯定‘血
亏’，太感谢你们了！”9日下午，董作斌高
兴地给记者打来电话。

全县“摆摊”

连日来，商河县蔬菜、水果迎来丰收
季。以往，春季大棚蔬菜成熟后，当地种植
户便坐等收购商上门收购，而今年，突如
其来的疫情，让当地蔬菜销售一时受阻。
对此，商河县委县政府积极推动各部门为
菜农牵线搭桥，切实畅通疫情期间蔬菜买
卖渠道，相关部门深入种植、收购一线，逐
一对接，多渠道联系采购商，做好农产品
市场供应。

济西农业、济南华联超市、家家悦、大
润发等商超开足货仓，加大蔬菜采购，使
蔬菜从田间地头直接进入超市，有效解决
了当地菜农卖菜难题。

9日当天，记者在商河还遇到另一批
助农爱心商超，由商河县蔬菜技术服务中
心主任吕明带队。吕明告诉记者，这几天
已帮农户卖出几十万斤果蔬。在商河县白
桥镇东杏村蔬菜种植合作社，当地种植户
李彬正忙着将采摘后的芸豆装袋、称重、
打包。相关商超采购人员检验合格后，立
即装车送往济南市区的各大超市。

商河县商务服务中心党组成员、副
主任刘晶晶告诉记者，在4月5日之前，商
务服务中心已与各乡镇进行了对接，每
天都会更新待售果蔬的数量，并积极协
调大型商超走进商河蔬菜种植基地，通
过“点对点模式”，拓展菜农销售渠道，让
蔬菜销售无忧，有力保障菜农收入。

“4月8日，家家悦、银座共采购商河滞
销蔬菜共计约11 .4万斤。”刘晶晶说，商河
县还制定并落实“绿色通道”制度，优化车
辆通行服务，提高鲜活农产品、农资等运
输车辆通行效率。

在4月2日到4月7日五天内，商河县农
业农村局“点赞商河”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团队点对点配送，帮助商河菜农销售蔬
菜62000斤，水果7700斤，也帮助居民们吃
到了健康、平价的蔬菜。

4月7日上午，齐鲁晚报记者接
到一个求助电话。

“真是犯愁啊。”电话里，济南市
商河县白桥镇西董村村民董作彬
说，“地里面几千斤甜瓜，咋卖出去
啊？”

记者了解到，近日受疫情影响，
商河县境内实行交通管控。而此时
正是甜瓜成熟的时节，白桥镇西董
村靠种植甜瓜为生的村民，为滞销
的甜瓜犯起了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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