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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户跨界当“主播” 商铺变成“直播间”

青田进口商品“云销售”为市场注入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 李倩 通讯员 叶

春笼）“宝宝们，你们好，今天我给大
家介绍的这款精选佳酿是去年有获
过奖的……”3 月 11 日上午 10 时，
在青田侨乡进口商品城玛克洛进口
超市的二楼批发和办公区， 经营户
张爱清戴着口罩， 正在自家店铺中
直播。 相比我们平日看“网红”直播
时侃侃而谈，张爱清稍显紧张，但作
为一名直播新手， 她的表现已可圈
可点。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青田县
实体经济受到冲击， 青田进口商品
市场延期开市，工厂延迟复工，生意
受到波及，而直播电商并未停滞。拓
展线上渠道、推出网红带货、开通淘
宝店铺……为了尽量减轻疫情对经
济的影响， 青田进口商贸企业积极
开展线上销售， 推动进口商贸业复
工复产再加速， 部分商品的线上销
量甚至比原先翻了几番。

这几天，在玛克洛公司，每天早
上公司都会召开网红带货策划会，
精心挑选多款优质的进口商品，通
过熟悉产品的女店员， 以网络直播
的方式， 全方位介绍进口商品的品
质及特色，并通过简单的培训课程，
让消费者更直观地了解产品， 提升
购买欲望。

“这次疫情促使更多经营户加
入直播电商行列 ，通过直播 ，客户
可以清楚知道我们的新品，也能更
好地介绍产品，之前的线上销售额
差不多占整个营业额的 20% ，现
在，线上销售额占比达到了 50%。 ”
张爱清高兴地说，公司除了运用好
原有的小米优品、oley 以及跨贸通
等线上平台外，还积极开通了直播
平台，并于近日在淘宝上开设了首
家网店———西班牙托莱翁火腿玛
克洛店 ， 受到了各地消费者的喜
爱。

市场经营户正在盘活资源优势，
从供货商转变为带货者。 青田法德汇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巫旭敏在
侨乡进口商品城经营进口葡萄酒、食
品和日化商品生意多年， 此前也曾给
电商供货，自接触直播以来，巫旭敏自
己扎扎实实直播了一段时间， 后因工
作繁忙，实在抽不开身，便安排公司员
工每日直播，把 70%的实体店生意全
都搬到了线上。

“像红酒，我们一般的销售模式是
体验为主， 现在线上销售对于优质的
高端酒而言，体验性较差，我们就通过
维护微信群，以团购、打折的方式，降
低红酒营销的比例，转向于日化、其他
的护肤品、保健品。”巫旭敏说，尽管直
播并不能取代原有的模式， 但直播是
增加销售、 弥补线下渠道不足的新模
式， 商户中已经有很多人将直播列入
长期营销规划。

侨乡进口商品城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季泉泉介绍， 直播销售模式应用
于专业批发市场， 不仅可缓解市场经
营户销售萎缩、盈利难等问题，也可引
导经营户在营销渠道上作出创新拓
展，以应对当下快速变化的消费模式。
“在这波行情助推下，青田不少市场经
营户已意识到消费模式的变化， 看到
了直播带来的成效， 我们也将请更多
的电商专家， 来培育和打造青田本土
的直播达人。 ”

据了解， 为进一步助力进口商贸
业复工复产再加速， 青田接下来还将
积极开展人员培训、技术保障等，加强
线上销售的服务保障， 创新发展青田
市场直播电商的营销模式， 努力打造
产业链品牌， 畅通实体经济与网络经
济渠道， 实现线上线下商贸的全面繁
荣。

援疆扶贫再出发

9名“云和师傅”
赴新疆阿克苏送技术

本报讯 （记者 林坤伟 陈
雅雯 通讯员 毛荣理）近日，王
金荣、 刘家进等 9 名 “云和师
傅” 再次奔赴远在万里之外的
新疆阿克苏地区， 开始新一年
的技术指导工作。

2017 年， 浙江援疆积极推
动农业“万亩亿元”增收工程试
点，组建了政产学研用一体的技
术攻关团队。 从事食用菌种植
20 余年的“云和师傅”王金荣，
当年就受省农科院委派，来到阿
克苏，成为第一位担任食用菌技
术员的“云和师傅”。 此后，魏小
平、马进明等 10 位“云和师傅”
也先后来到阿克苏地区送技术，
帮助那里的农户脱贫致富。

“王师傅，刺孔养菌的最低
温度是多少？ 这几天菌棒可以
下地了吗？ ”奔赴阿克苏前，王
金荣的手机不时响起当地农户
打来的电话。他告诉记者，从去
年 12 月中旬回到云和，自己的
手机业务就异常繁忙， 每天都
能收到阿克苏当地技术指导员
和农户们发来的信息， 询问他
技术上的问题。

据了解，去年，11 位援疆“云
和师傅 ”通过菌种繁育 、菌棒生
产、田间管理的“全链式”支援帮
扶， 共带领阿克苏 7 县 4256 户
低收入农户发展 1129 万袋黑木
耳 ，年产量达 340 吨 ，年经济效
益达到 2275 万元， 为当地打赢
脱贫攻坚战贡献了积极力量。

“这两年 ，‘云和师傅 ’在阿
克苏地区开展食用菌技术指导
受到了广泛好评，当地农户想要
师傅们过去指导帮扶的愿望非
常强烈。 ”该县农训办主任徐仙
娥介绍，“云和师傅” 懂技术、肯
帮带 ，吃苦耐劳 ，已经成了阿克
苏地区食用菌种植技术的“活招
牌”，当地政府多次与他们联系，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 “云和师傅”
到阿克苏指导帮扶他们。

“回家的这 3 个多月时间
里，我走访了很多云和本地种植
食用菌的农户，也总结了上一年
在阿克苏地区的帮扶经验，已经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我相信今年
在农户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可
以做得更好。 ” “云和师傅”熊厚
林满怀信心地说。

在磨难中成长 从磨难中奋起

减免社保费 2.86亿元

七大社保减负政策惠及市区八千余家企业
本报讯 （记者 林坤伟 通讯员

吕陈瑶 王潇）连日来，市人力社保
部门联合医保、税务、财政等部门全
面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决策部署，
实行顶格化、大力度、多举措的社保
减负政策，全力助推企业复工复产，
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据统
计， 此次减负政策涉及市区企业八
千余家，预计减免基本养老、基本医
疗、工伤保险、失业保险费共计 2.86
亿元。

本次社保减负将充分运用“免、
减、缓、降、返、保、优”政策，从七个
方面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这包括阶
段性免征中小微企业社保三费，即
免征中小微企业今年 2 月至 6 月的

养老、工伤、失业保险的单位缴费部
分， 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
参照执行。

同时阶段性减征大型企业社保
三费和所有企业医保费。 其中对大
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 （不含机关
事业单位） 减半征收今年 2 月至 4
月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单位
缴费，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
各类社会组织参照执行； 对所有企
业（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减半征收今
年 2 月至 6 月基本医疗保险的单位
缴费部分。

因受疫情影响， 面临暂时性严
重经营困难的企业， 允许其缓缴社
保费。 申请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6 个月，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缓缴执
行期为 2020 年内。

市人社部门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
企业社保费率政策， 将原先执行期限
到今年 4 月 30 日的阶段性降低失业
保险费率、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实施期
限延长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

对受疫情影响的正常参保企业，
返还 1 个月的社会保险费， 月返还标
准按 2019 年 12 月企业及其职工缴纳
的社会保险费确定。截至目前，已为市
区企业累计返还社保费 9000 多万元。

为确保参保人员权益不受影响，
在实施缓缴医保、工伤保险费政策时，
不影响参保职工相关待遇。 职工在缓
缴期间申领养老、失业保险待遇的，在

单位及职工个人补齐缓缴的社会保险
费后其个人权益不受影响。

此外， 由于当前仍处于疫情防控
期间，人社、税务等部门对社会保险经
办服务做了全面优化和提升。 首先是
落实政策无接触，减少各类经办的“面
对面”服务，如社保费返还，除特定企
业外无需另行提出申请， 人社部门会
直接将社保费款拨付到企业的对公账
户；其次是申请减免不用跑，参保企业
减 、免 、缓缴申报 、核定 、征缴程序不
变， 同时社保费减免通过系统自动实
现；最后是优惠措施全知晓 ，人社 、税
务等部门近期已通过钉钉、 微信公众
号等平台宣传相关政策， 民众可通过
查询相关公众号了解各项政策。

继续扮靓丽水“东大门”

芦埠村一组二三产业用房
征收项目签约过半

本报讯 （记者 杨敏 通讯
员 潘露露）这两天，随着征收工
作专班的复工，市区紫金街道芦
埠村一组二三产业用房征收区
块项目迎来了签约高潮， 截至
12 日上午，该区块已有 28 户完
成签约，占总签约数的 54.9%。

当天上午， 被征收户卢秀
培在征收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
名字，他手握着协议书说，受疫
情影响， 他位于高铁站对面的
房屋也无人承租， 而之前这里
能够给他带来每年两万元的租
金。“征收组的干部通过电话反
复跟我联系， 分析了其中的利
弊之后， 我感觉还是早签约就
能早受益。 ” 当天稍早一些时
间， 该项目的负责人蒋玉翠联
系了工作人员， 上门对卢秀培
家中房屋面积和附属物进行了
实地测量， 测量结果也让他感
到很满意。

据了解， 该区块二三产业用
房征收区块涉及 51户、 建筑面积
1.45万平方米，被征收房屋性质多
为老、旧、乱的农民自建房，直接影
响着丽水高铁站周边形象。

蒋玉翠说，这一区域属于历
史遗留问题，其中包含了复杂的
房屋买卖 、继承等纠纷 ，工作组
查阅了大量资料，主动上门耐心
讲解，征收政策得到了大多数被
征收户的理解。

紫金征收组副组长李信华
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全组干部按
照“扫尾工作不停工”的要求，对
该区块二三产业进行全面清理。
干部通过电话预约、错峰办理等
形式，努力减小疫情风险。 他同
时表示，该区块有望在三月底前
实现全部签约。

松阳“一张网、两张图”精准助力“两战赢”
本报讯 （记者 付名煜 通讯员

叶琳 叶如舟 刘勤）“看图上刚更新
的数据， 今天这几家复工企业要让
网格员去核对一下人员信息。 ”近
日， 在松阳县古市镇十五里村的便
民服务中心，村两委干部围着“网格
疫情防控图”和“网格复工复产图”，
研究讨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下
一步工作。

十五里村村委会主任谢挺华介
绍，S222 省道穿村而过， 全村共有
村民 365 户 953 人，工业企业 6 家、
茶叶加工户 41 家。企业和茶叶加工
户多、 外来人口多等给疫情防控工
作带来了不少挑战，“有了作战图，

有利于实现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工
作变数清、无死角。 ”

十五里村是最早一批利用 “两
张图” 开展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
作的村集体之一 ，“网格疫情防控
图”上不仅绘制了村落布局、卡点位
置、巡查路线，还详细标注并记录着
居家隔离人员位置、 状态和人数等
信息；“网格复工复产图” 也绘制出
村内工业企业、 茶叶加工户所在位
置，并标注是否开工、开工日期、员
工工人数等信息。

记者了解到，“两张图” 的使用
与网格员紧密结合，该村按照“位置
相邻、位置相近、人缘相亲原则”，将

全村 365 户细分成 4 个小网格， 网格
员每日不定时进行走访巡查。 网格员
在巡查中收集的信息统一汇总至专职
网格员处， 专职网格员第一时间上门
处理，同时在作战图上更新。

松阳县委政法委有关工作人员
介绍，“两张图”最早可追溯到象溪镇
石马源村，是网格员在“全域网格图”
的基础上创新绘制而成。 在松阳县委
政法委的鼓励和支持下， 松阳县 19
个乡镇（街道 ）结合 “全域网格图 ”绘
制了镇域防疫作战图，从镇级层面总
体把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落
实落细防控举措 ， 精准助力复工复
产。 在“两张图”的助力下，各乡镇（街

道）还创新推出了“网格包干”、居家观
察人员“三色管理”、为茶叶加工户和
企业推出“全程代办”和“驻企服务”等
模式。

据统计，截至日前，松阳全县 501
个网格、2500 多名网格队伍成员累计
开展走访排查共 25.6 万人次， 服务居
家观察对象 3.56 万人次， 排查化解矛
盾纠纷 506 个。 下一步，松阳县将继续
利用并完善“两张图 ”，通过巡查走访
实时更新“全域网格图 ”，运用到全面
强化疫情防控工作和有序推进企业复
工复产工作中，实现两手都要抓、两战
都要赢。

龙泉外引内招
破解 60 余家茶企“用工难”
本报讯 （记者 徐小骏 叶

炜婷 通讯员 季镇涛）两天前，
随着十余辆商务车驶下龙泉高
速出口， 一批来自江西广丰的
采茶工顺利抵达龙泉。据了解，
该批采茶工由浙江龙泉地阳红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专程从外地
接来，缓解当前企业“用工难”
问题， 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春
茶全面开采提供有力用工保
障。

“当前，全省疫情形势持续
明显好转， 但防疫工作不能松
懈，6.3 万亩春茶采摘也决不能
耽误。 ” 龙泉市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潘余海介绍， 为帮助茶叶
企业有效应对疫情带来的影
响，龙泉以“三联三送三落实”
活动为抓手， 对茶叶生产加工
企业进行了走访调研， 了解到
全市 60 余家茶企复工复产存
在困难，特别是采摘工人紧缺、
加工人手不足等问题急需解
决，“我们第一时间出台了 《龙

泉市疫情期间茶叶企业外出招
收采茶工的补助政策》， 对茶企
需要组织包车接回相对集中的
外地采茶工，给予 75%的包车费
用补助，加强茶企复工后采茶工
保障工作。 ”

缓解茶企“用工难”，除了外
引，也需内招。 昨日傍晚，在龙泉
市安青山茶叶专业合作社茶园
中， 采茶工正排着队称重刚刚采
摘下来的茶叶。“这几天随着气温
回升，茶芽抽得快，对采茶工的需
求也比较大。”茶园负责人翁莉莉
说， 通过前期龙泉市农业农村局
的广泛宣传， 今天茶园总共来了
附近村社采茶工 100 余人， 能够
充分保证茶园茶叶的采摘。

与此同时 ，连日来 ，龙泉市
农业农村局还通过微信、 短信、
网站等多种方式，发布重点茶叶
企业（基地）用工需求，帮助受疫
情影响在家中待业的采茶工和
急需用工的企业信息对接，合力
破解采茶用工难题。

近年来，“五水共治”为云和绿色发展翻开新篇章，一条条河流荡清波，白鹭翩跹，一幅美丽和谐画卷在云和展开。 图为
美丽的晚霞倒映在云和县城浮云溪。 特约摄影记者 刘海波 摄一湾碧水缀晚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