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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史晓菲）在 2月
9日召开的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国家
发改委经贸司表
示，目前，除了湖
北省外，全国其他
30 个省市均已部
署安排企业有序
复工复产。记者
日前从中国口腔
清洁护理用品工
业协会了解到，目
前，行业内部分企
业在全面做好各
项疫情防控措施
的前提下，也已经
开始积极有序复
工复产。

2 月 10 日，上午 7:30 开始，两面针公司在公司行政办
公区、生产厂区各设一个出入口，公司应急办工作人员对
进入办公区、生产厂区的人员逐一进行体温测量，如有感
冒、发烧症状者一律不得进入，同时向员工们发放消毒用
品，安排每天对各工作场所进行两次消毒，确保员工们安
全投入复工复产工作。

该公司领导先后来到办公、生产一线，了解复工复产
情况，叮嘱大家要做好防疫和安全生产工作，确保抓好疫
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两不误。

据悉，为做好复工复产工作，开工之前，两面针公司已
部署实施了科学周密的疫情防控工作。

结合工作实际，两面针公司制定了复工复产工作方
案，成立了复工复产工作领导小组，并设立员工情况摸排
组、日常应急组、疫情防控组、物资保障组、舆论宣传组等
专业小组，全面细致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严防严控，确保公
司人员安全、环境安全、生产安全。公司还利用微信群、微
信公众号等开展复工复产前的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向员工
科普防疫知识，传达公司的防疫工作要求，增强员工们的
防疫意识和能力，让员工们满怀信心返岗工作。

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业协会对记者表示，除了两
面针公司外，美加净、高露洁、乐金、云南白药等多家也开
始部分恢复生产。

□ 本报记者 张丽娜

突如其来并迅速蔓延的新冠肺炎
疫情让化妆品生产企业，面临着一场
关乎生存的考验。然而，各企业都在
尽自己所能努力维持生存、守护员工、
支援抗疫，顽强担负起了自己的社会
责任和使命。

高强度开工 为抗疫输送物资

疫情发生以来，一大批具有消毒
杀菌类产品生产资质的化妆品生产企
业克服各种苦难提前复工，为抗疫输
送紧缺物资。

抗疫物资紧缺，需要不少企业紧
急赶制生产。为助力疫情防护产品生
产，2 月 1 日，青蛙王子在获批后正式
复工。
复工后，青蛙王子立即组织生产一线
员工生产洗手液等产品，2月 14日产
出一批 75%酒精的凝胶免洗洗手液。

据记者了解，这种免洗洗手液携
带方便，能够随时随地进行清洁，是疫
情期间的“爆款”产品，部分市场已经
一货难求。

与此同时，青蛙王子集团旗下的
润美纸业决定将原来将原来 18条纸尿
裤生产工序中的 3条作为生产一次性
口罩的生产线。公司迅速集结技术攻
关小组，学习相关国家标准，研究各类
技术改造难点。

试产成功之后，润美公司从江苏
和福建分别引进了两台口罩生产设
备，2 月下旬及 3 月上旬即可到位生
产。届时，两台口罩设备可日产一次

性口罩逾 10万片。
2月1日，兰亭科技用4天时间赶制

出的两款消毒产品正式投入防控一线。
2月 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

布一则关于部分消毒剂在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紧急上市
的通知，指出部分具有相关资质的企
业生产的消毒剂可以先上市、再备案，
国家政策也为生产企业开放了绿色通
道。

就在这一天，澳思美日用化工有
限公司获批开工，生产消毒液、除菌液
及抑抗菌类产品。当日，广州狄宝娜
集团旗下黛莱美工厂也全面投产清洁
消毒杀菌产品。

华熙生物已召集在济南的员工 80
余人，集中生产消毒用品，并将部分满
足医用产品级别的、本来用于生产功
能性护肤品的包装材料，调用到消毒
产品的生产线上，以优先满足消毒产
品的生产。三条医用免洗消毒凝胶生
产线同时开工，在原料和包材够用的
情况下，日均产能可达 1万瓶左右。”

1月至今，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先后捐赠包括医用免洗消毒凝
胶、防护服、护目镜等在内的重要紧缺
医疗物资超过 2万件，累计捐赠物资金
额达 480余万元。

千方百计确保员工安全

一大批化妆品企业在高强度开工
生产支援抗疫一线之际，也始终将员
工安全放在企业利益至上，切实保障
对所有员工的安全防护。

为保障员工安全和工作正常运
转，上海伽蓝集团成立战“疫”指挥
部。部门员工实行轮班制，将坐班人
员控制在本部门总人数的 30%—50%
之间，其他员工及隔离未满 14天的员
工则居家办公。同时，戴口罩、消毒、
查工牌、测体温、测血氧、停中央空调、
工位就餐等政策的出台，也极大保障
了员工工作和生活安全。

上美集团临时决定，2 月 10 日起
在公司上班的均为核心高管，占员工
总数约 5%。另外 95%的员工则继续

隔离，在家办公。目前，
上美积极响应上海市政
府配套落实的一系列防
治措施，为员工准备了口
罩、洗手液、消毒水等防
疫物资。“力争不裁一人，
但要同舟共济。”上美集
团CEO吕义雄表示。

“安全第一，销售第
二”，这已成为不少化妆
品企业面对疫情的行为
准则。

环亚针对防疫工作
制定的六大措施，把员工
安全放在第一位。在员
工安全防护上，公司不会
考虑成本，在国家规定基
础上，要求销售人员全部
就地上班，非重点岗位在
家办公。

上海家化、珀莱雅、雅丽洁等企业
也鼓励更多部门在家办公。同时，让
各部门负责人交待如何让员工做好防
护，并做好员工心理建设，同时加强办
公场所的消毒防疫工作。

科丝美诗（中国）总经理崔京直
言，在疫情面前，一切企业的利益必须
向员工让步，员工的生命安全健康是
凌驾于一切之上的首要事情。为此，
该公司在 1月 26日就成立了紧急应对
指挥小组，密切跟踪每一位员工的状
态，生产洗手液配发给每一名员工，计
划通过从海外调集防疫物资，保障员
工的防护安全。

早在春节假期之前，深圳市兰亭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为所有员工准备
了除菌免洗洗手液。1月 25日大年初
一，公司就在宿舍大楼建立防护区，为
之后陆续返回的员工提供临时住所和
生活物资保障。

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在
复工前制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范
监控管理手册》，严密防护员工安全。
员工进出厂区需经过两次体温测量、
更换口罩、两次消毒、填写健康调查表
等一系列步骤，并且厂区、办公区、食
堂等重要场所都有明确的消毒流程。

除了各种防控措施，各大化妆品
生产企业还努力确保返岗员工“住有
所、食有饭、累有歇”，为抗疫建立起了
牢固的“大后方”。

守护员工 支援一线 复工生产

化妆品企业为抗疫打造牢固“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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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针公司领导到生产车间了解复产情况

工作人员对办公场所进行消毒

聚焦复工复聚焦复工复产产 （（二二））

□ 本报记者 李豪悦

随着社交平台上五花八门的小吃
做法频上热搜，消费者对“吃出花样”
的渴望早已不言而喻。这也让过去只
在春节期间热销的半成品菜，被更多
消费者接受。

满足刚需

据报道，近期一些城市的小区出
现了半成品菜销售点。在河北衡水市
桃城区的一家小区，为满足业主日常
所需，桃城区供销社设置了“半成品菜
销售点”，售卖的菜品包括但不限于京
酱肉丝、宫保鸡丁、剁椒鱼头、烧菌菇。

无独有偶，疫情防控期间，北京多
家老字号都在户外售卖方便居民料理
的半成品菜。据新京报报道，同和居、
同春园、地安门马凯餐厅、二友居等老
字号餐厅，都推出了各种半成品菜，甚
至出现了销售高峰。

同时，线上的半成品菜也同样受
到了消费者的喜爱。数据显示，在苏
宁平台新年首周，鱼香肉丝、耗油牛
柳、黑椒猪排、素什锦等单品销售靠
前 ，半 成 品 菜 整 体 销 售 环 比 提 升
27%。而在京东平台，蚝油牛肉、清炒
虾仁、鱼香肉丝等拿手菜最受消费者
欢迎。一些餐饮品牌表现亮眼，如新
雅大厨春节期间成交额超过平时的 40
多倍，避风塘、稻香村的速食品成交额

也超过了同期的 3.5倍。
不擅长厨艺的消费者王女士向记

者表示，春节期间自己没少从网上购
买半成品菜。“平时也不爱做饭，所以
才选择购买半成品菜，现在这些半成
品 菜 ，很 多 都 是 一 些 酒 楼 里 的 招 牌
菜。”

对于这一现象的出现，中国食品
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目前半成品
菜的受众主要以年轻人为主，对于大
部分不会做菜的年轻人而言，半成品
菜是一种刚需。而疫情的出现，则凸
显了半成品菜便捷便利的优势。”
部分品牌转战线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特殊情况影响
下，不少品牌关闭线下店铺，正通过线
上售卖半成品菜而减少损失。据了
解，小南国、避风塘等餐饮品牌在平台
上的速冻食品，因大量订单而几度补
货。海底捞、西贝等餐饮企业大量门
店暂停营业，为消化储备物资等难题
转战线上，这让部分餐饮品牌看好半
成品菜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们线上的几款产品在电商平
台销售增速不错，非常看好速食菜品
市场。”早前，西贝电商负责人就表示
希望能够联合电商品牌，一起开拓速

食菜品市场，服务更多顾客。疫情的
出现，给餐饮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一些企业试图通过和电商合作来寻求
转型，这让半成品菜的制作也归入许

多企业的考虑范围。“像耳熟能详的海
底捞、西贝、小南国等等这样的餐饮企
业做得非常不错，但在之前一些业务
发展里面，很多企业还是以堂食为主，
外卖为辅。现在都开始寻求转型，转
型完以后，这次疫情对于整个行业带
来的冲击，对这些企业造成的损失就
会相对较小。”

相关数据显示，海底捞线上商城
销售额从 1 月 20 日开始上涨，春节期
间成交额比上月同期增长超过 2 倍。
记者发现，京东平台上的海底捞自营
店，更是时常处于缺货状态。

迎来新增长空间

随着全国多地发布复工复产的相
关通知，线下餐饮企业也逐渐进入正
常的营业模式。疫情拐点的出现更让
不少消费者看到外出就餐的希望，半
成品菜如何在疫情结束后也维持良好
的发展，就成为了一个未知数。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疫情的发生
提升了消费者对半成品菜的认知，而

未来懒人经济和外卖费的上涨，则为
半成品菜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早
期大家吃一份外卖可能就十块或者十
几块，现在普遍几十块，这让部分原来
习惯吃外卖的消费者有了痛感，也让
我们看到了市场价格的空间出来了。
半成品的产品属于加工车间加工的，
加工以后到消费者手里，它的价格会
更加适中，一定会在未来有一个比较
大的市场。餐饮行业是一个 4 万多亿
的市场，哪怕是很小的份额都是很大
的空间。”

此外，半成品菜在日韩国家的高
接受度，让国内市场看到了契机。

1 月 26 日，韩国媒体报道，随着韩
国统计厅发布《未来家庭特别趋势》，
韩国统计厅人口动向科长金振 (音译)
表示。“单人家庭已经成为全国最主流
的家庭形态”。这一趋势让韩国食品
行业纷纷推出了单人家庭专用小容量
产品以及方便在家食用的预调制食品
和半成品菜，且市场一直保持高速增
长。

朱丹蓬对此评论称，“半成品菜在
国外的接受度相对更高，是由于国外
经济发展的节奏，生活节奏和强度比
国内高。而国内随着西式生活的深
化，懒人效应进一步释放，半成品菜确
实会迎来一个增长和扩容的空间。但
在一二线城市的新生代消费群体中，
表现会更为明显。”

宅在家，不点外卖怎样可以省心省力吃到鱼香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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