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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实习记者 解磊

“在停工的情况下，我们紧急召集
了第一批本地员工 32 名，第一时间展
开消毒洗手液的生产。”2月 12日中午，
在浙江雅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灌装
车间内，七八名工人正在抓紧灌装消毒
洗手液。在拿到复工许可后，企业已经
开始正常运转，工人也陆续返岗。

浙江雅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浙
江省宁海县一家主要以生产彩妆和护
肤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在疫情发
生以来，企业主动将生产彩妆和护肤品
的生产线全部停工，所有研发、生产、
检验一线的工人都开足马力，保障消毒
类产品的生产。“人手严重不够，我们
直接调整了生产策略，第一批本地员工
到岗后，马上对生产线进行改造，上马
消毒洗手液。”该公司总经理陈鹏建介
绍说。

而原本发往国外的消毒类产品则
全部调转船头，发到本地各大药房。

“疫情发生后，我们和美国 CVS医药公
司和英国玛莎超市进行了沟通，得到对
方的理解和支持。”该公司研发部经理
陈景华说，50 万瓶出口订单延期一个
月。同时，公司重金投入对消字号产品
的研发生产，消毒喷雾、消毒凝胶、消
毒洗手液等自有品牌产品应运而出。

针对企业复工后面临的疫情防控
问题，该公司第一时间成立应急小组，
编制应急预案、交通方案、用餐制度、
健康检查和主动申报制度。从进企业
大门开始，就设置了“一站式”的防疫
流程，专门检测通道，测量体温，全身
消杀，全面防护。同时，企业对员工重
点落实个人信息监管，利用轨迹查询识

别返工员工近期是否有流行病学史。
就近设立隔离点，对返工外地员工进行
14天医学观察，落实信息登记，积极应
对企业复产复工。目前企业自备了
19500 副手套、8000 只口罩，基本可以
满足第一批 32名返工人员 3个月生产
需求。

在江苏省南京市，连日来，一辆辆
装满医用酒精的货车，陆续从红太阳集
团出发，前往湖北和其他省份。这家环
保农药企业以往的“角色”是酒精消费
大户。3天完成生产线改造，快速形成
生产能力，紧急加班生产。这个春节假
期，红太阳集团员工经历了一次不寻常
的转变。疫情袭来，红太阳集团研究调
度转产医用酒精。旗下中邦制药 2月 1
日开始改造生产线，紧急调动百余工
人。南京市卫健委特事特办，24 小时
内进行核查、通过审批。目前已形成日
产 200 多吨医用酒精的能力，还在想
办法不断扩产，计划近期将日产量提升
到 300吨。

2月 19日，湖北省人福医药集团葛
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公司的高端无菌
液体灌装生产线上，第一批消毒液正式
下线。按照计划，该生产线可生产包括
84消毒液、75%乙醇消毒液、含醇免洗
手消毒液等，最大日产能达到 10万瓶，
能有效缓解目前湖北省内新冠肺炎疫
情防护形势下消毒剂紧缺的现状。据
了解，这条生产线于 2019 年投资 2000
多万元建成，引进了高端无菌全自动灌
装生产技术。为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引
起的消杀物资紧缺的严峻形势，葛店人
福药辅决定将该生产线用于生产消毒
产品，并于 1 月 29 日拿到了生产许可
证，具备了消毒产品的生产资质。葛店

人福药用辅料公司副总经理乔炜俊表
示，公司在复工前 5天就安排人员对工
厂进行了全方面消杀工作，复工返岗按
照自愿、安全的原则。复工期间，每天
会按时对厂区办公楼、宿舍、食堂、路
面等区域进行两次消杀。为了员工的
健康，仅允许白天生产，生产期间必须
穿防护服以及佩戴口罩、护目镜。由固
定人员每天早中晚 3 次进行统一体温
测量，所有到岗员工需在厂区宿舍住
宿，单人单间，实行封闭管理。

作为消杀产品中的知名企业，1月
23 日起，立白集团旗下有条件复工生
产消杀产品的基地基本已经开始复工，
比如马鞍山基地初六开始恢复生产，新
乡、番禺、四川、四平基地在初八相继
投入了生产。此前，立白集团消杀产品
的生产集中在马鞍山和番禺，由于疫情

影响，新增了其他几个，五大生产基地
都处于满负荷的状态，每天可生产 2万
件产品。2 月中旬立白集团消毒类产
能可再提升 80%，达到每日生产 3.7 万
件。

在 2 月 13 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
品工业司副司长曹学军表示：目前根据
统计，全国共有消杀用品的企业 563
家，其中 84消毒液生产企业 171家，日
产能 5895吨，日产量达到了 4597吨，开
工率已经接近 80%。手消毒液生产企
业 83家，日产能 420吨，日产量 205吨，
开工率将近 50%。医用酒精生产企业
94家，日产能 933吨，日产量 906吨，开
工率 97.1%。这三类产品目前还都有
库存，消杀用品的开工率正在逐步提
高。

□ 本报记者 张丽娜

2月 10日启动错峰复工以来，制笔
行业企业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
工复产。生产企业努力把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全力以赴保持企
业生产经营稳定运行。

“把门守牢、把人管好”

企业复工之时，也是全面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的开始。

中国最大的笔类产品出口商贝发
集团开工首日，共计 20 多万平方米的
生产车间内，各类疫情防控宣传标语
格外醒目。工人按照要求对员工通道
进行消毒，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在贝发集团中性笔机械化生产车
间，工人全部返回工作岗位，已经投入
到忙碌的工作中。据贝发集团中性笔
厂厂长孙英红介绍，中性笔厂今年 2月
1 日已经开工，返工率达到 75%，与往
年相比基本持平，目前的生产能力能
够满足订单需求。

贝发集团目前在北仑区有中性笔
厂、金属笔厂等 6个分厂，共计 1200多
名员工，主要来自四川、安徽、河南以
及省内的丽水、衢州等地，目前已经全

部返岗。
据悉，在复工之前，贝发集团及早

动手，精准统计公司员工假期去向，备
足各类疫情防控物资，在厂区展开无
死角的消毒防疫工作，确保安全生产。

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邱
智铭说：“工人进出工厂也有严格的管
理，我们增加了检测的设备和设施，比
如量体温，我们有几十台量体温的仪
器，确保每个人上下班的时候都能够
做到体温检测。”

据了解，贝发集团2019年底投用的
新厂区共有1200多名员工，其中65%为
外地员工。贝发集团采取全员精准统计
和分类管理的办法，让员工分批次返岗
上班。宁波以外的返岗员工，根据相关
规定，要自我隔离14天。尚未返岗的员
工，贝发集团将做好动态跟踪，一旦返岗
将根据有关疫情防控管理办法管控到
位，做到全员无死角。

2月 10日，位于上海奉城工业园区
内的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启动
了复工复产。园区秩序井然，进厂人
员都要测体温。

晨光文具总裁陈湖雄说，企业要
求重点地区工人暂时不要返沪，其他
地区员工返沪后先隔离观察 14天。

根据上级部门下达的“把门守牢、
把人管好”的指示，晨光文具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全面掌握员工的
健康情况，在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的基础上，逐步有序恢复生产。

为积极响应“科学防控，有序复
工”的号召，得力集团已于 2月 10日起
陆续复工。为保障广大职工身心健
康，营造安全的工作环境，得力集团多
措并举、严化落实，切实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

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除夕
夜，得力集团高层就主导成立了疫情
防控小组，统筹开展疫情防控处置工
作的组织协调、联络沟通、隐患排查、
应急处置、宣传引导等工作，制定《复
工防疫方案》，确保相关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

复工前，通过公司多种宣传渠道，
发布《员工返岗须知》《员工防控须知》
等控疫防疫信息，全面宣传相关知识；
制作防疫资料，通过车间看板、宣传
窗、LED屏等媒介进行传播，坚定员工
抗疫信心，提升疫情防控意识。

针对异地员工返工问题，得力集
团明确重点地区的员工在家进行远程
办公，待当地有关部门解禁后返岗；工
作组对返岗人员进行健康信息核对并
摸排假期行动轨迹，全面落实“一人一
档”，严格执行检查标准，确保及时了
解员工身体健康状况。

员工返程时段，工作组安排专人
在高速路口、高铁站等设置检查接站
点，由公司班车统一接回，避免与外界
接触，减少交叉感染的机会。所有员
工进出各园区、办公区、生活区等必须
经过体温检测、消毒等标准流程，并进
行备案登记。

为确保员工工作环境安全，各个
区域均制定了详细的消毒计划并严格
执行，做好室内通风，设置专门的废弃
防疫物资回收箱，定点投放，统一处
理。员工就餐根据各区域实际情况采
取分餐制、错峰就餐、增加用餐批次等
措施，就餐间隔不少于 2 米；增加对食
堂各区域的消毒频次。

截至目前，得力集团未出现任何

脱管失控问题，各级复工复产工作稳
步有序开展。

另据了解，制笔行业其他中小企
业也积极落实防疫工作，有序组织复
工复产。常熟方通制笔设备厂、苏州
派菲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慈溪爱
可文具、上海制笔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学泰印务有限公司等，均根据政
府规定要求，进行积极复工申报和防
疫物资的准备，严格管控，科学防疫，
从容应对。

发挥平台作用 助力复工复产

制笔行业各企业有序推进复工复
产，也离不开相关服务平台的贡献。

据来自中国制笔协会的消息，为
满足企业金融服务，浙江宁波文具行
业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与宁波银行
四明支行合作，为企业提供线上外汇
管理、票据管理等综合性金融服务，加
大对宁波文具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
业的金融支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宁波文具行业协会发挥平台聚集
资源优势，做好防护物资需求征询、货
源落实、物资抢购等工作。截至 2 月
12 日，紧急为 30 余家企业抢到 25000
多个口罩，帮助企业做好疫情防控、企
业复工准备。在该协会的帮助下，广
博集团还为广大经销商提供了口罩等
防护物资。

与此同时，宁波文具行业协会发
布《慰问信》，以电话、线上等方式慰问
150余家会员企业，了解会员企业在疫
情防控形势下的复工安排、经营状况、
遇到的困难、政策建议以及协助需求，
调研上报《关于宁波文具行业手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情况的分析汇报》，详实
反应企业心声、行业呼声。另外，该协
会还发布《未雨绸缪，共克时艰——宁
波文具行业企业安全复工倡议书》《宁
波文具行业中小企业疫情防控指导手
册》，助力企业加强疫情防控指导。

目前，宁波的得力、贝发、康大、广
博、兴伟、英莱达、天虹、易派诺、双同、
爱可、兆生、赛龙和亿利达等企业均已
复工，其他企业也正按照分批有序复
工要求积极准备中。

□ 本报实习记者 闫 利

当前，在全国高度关注的疫情之下，宅在家成
为众人最好的选择。但时间不会因为疫情而停滞
不前，前进的齿轮依旧在不停转动。除了与疫情相
关的各类制造业在忙碌着复工生产外，各类教育机
构也在忙碌着“开学”。在不能面对面上课的情况
下，1月 29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公布了利用网络平
台，实行“停课不停学”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在乐器
行业也悄然盛行。相比于停止生产的流水线，在扩
大音乐消费市场上，乐器传递出的各种声音永不停
歇。

线上教育 关不住的课堂

乐器行业企业、培训机构正纷纷走在公益捐赠
的道路上，除此之外，已有多家培训机构积极响应
教育部署“停课不停学”，免费开放多平台供琴童远
程学习，全力支持“停课不停学”，打破疫情的“壁
垒”，传递音乐的声音。

记者了解到，德国门德尔松钢琴公司总部组织
中德两国教育团队专家，利用网络平台，编写线上
教材，并协同全国数百家经销商推出线上网络视频
教学课程。2月 1日—7日，秦川艺术教育完成了为
期一周的线上公益课程的直播，涵盖钢琴、古筝、吉
他、声乐、美术、舞蹈等课程，得到了广大家长朋友
和学员们的支持和青睐，参与课程的人数一直在增
长。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特别推出了公益
钢琴鉴赏活动，全程免费开放，通过网络，用音乐神
奇治愈的力量，抚慰平心灵。九拍音乐在线教学开
通以来，帮助全国九拍 1000多个分部校区的学员实
现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在家继续练。从 2020年 2
月 1 日—12 日，全国九拍教师在“九拍陪你练”App
上平均每天直播达 200余场。此外，“央音在线”推
出了“音乐加油站”计划，向全国音乐爱好者免费提
供由中央音乐学院老师及教授录制的专业音乐线
上课程。包含通识课程、钢琴课程、声乐课程、其他
课程四大类。

及时沟通 创新性的实践

不可否认，随着疫情的持续，对行业的影响时
刻在变化着，不论乐器行业企业复工情况如何，乐
器培训机构也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现状，线下教育
的“复工”时间无法确定，做好线上教育，不仅仅是
学员们的需要，也是企业避免因环境因素而产生各
种连锁反应冲击的需要。

音乐窝项目负责人表示，通过音乐窝APP的直
播，进行线上授课，可将线下课程无缝“转移”到线
上开展。利用直播信息同步、即时交流的特点，最
大化“还原”线下课堂的上课过程。老师可以自如
顺畅地与学生进行上课教学、陪练沟通，保证了各
门店课程安排的正常运行，教学进度和质量双不掉线。

在这一特殊时刻，广大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依托移动互联科技创新技
术，以创新思维方式迎接疫情对线下教学业务的抑制与挑战，引领社会音乐培
训教育产业线上线下协同创新，良性持续发展。

乐器从制作开始就有了传承之意，音乐教育看似简单却也有自己的门
道。“停课不停学，隔离疫情，不隔离成长！”足不出户，提供线上学习条件，扩
大音乐消费市场，成为众多乐器企业在这一刻的选择。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服

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支持互联网交通、物流、

快递等生产性服务企业率先复工复产。图为北京海淀区某小区门口，快

递开始正常送货。

本报记者 史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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