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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疫情战疫 统统筹筹 防防控控和经济社会发发展展

    今晚，江南造船（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和上海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数百名返岗工人
将乘坐 14辆大巴，从安徽阜

阳、无为，河南沈丘相继抵沪。
驾驶员都来自强生控股旗下的

久通商旅客运有限公司。2月
24日至今，公司已派出 64辆

大巴，分 7批奔赴安徽、河南、
江西、山东、江苏，为两家企业

接千余名工人返岗复工，自己

亦从新业务中收获颇多。
“帮别人接回员工，也是帮

自己复工。”久通商旅总经理吕

菁介绍，春暖花开之际，本是各
项业务预订繁忙之时，但今年

订单急剧下降。“最惨淡的一天
全公司 1100辆大巴，只有 30

多辆在营运。”吕菁补充说，2
月 10日后，随着上汽集团、国

网电力、特斯拉等老客户恢复
通勤班车，公司逐渐“回血”，但

学校班车和活动等其他订单还
是一片空白，总业务量只有往

年同期的七成。2月 20日起，
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推出新

规：在确保返沪员工身体健康
的条件下，企业可采取省际包

车方式，组织员工返沪。“这是
难得的好机会，既然政策允许，

就要努力尝试。”吕菁说。
长兴造船基地多个建造项

目、浦东足球场新建和上海体

育馆改造等重大工程都亟待复工，久通商旅与
江南造船、上海建工迅速达成协议，于 2月 24

日发出首批 9辆大客车，从安徽接回 143名造
船工人。今晚将抵沪的是包车承接的江南造船

第三批和上海建工第四批人员。核定载客数
49到 53座，为确保满载率不超 50%，单车最

多载客 23人，最少仅 9人。

“点到点”省际包车，要求严格：承运企业
的信誉质量考核 2A以上，运营单程不超 800

公里；复工企业要备齐复工证明、包车合同与
返沪人员名单，所有人须提供健康证明。“点

到点”名副其实———有些当天来回；路程较长
的，则需隔天返沪，到达目的地后，接了人就

往回赶。为确保安全，驾驶员不在其他城市住
宿，只停服务区，全程吃住在车上。“这种形式

大家都没碰到过，需考虑得很细致，制定新标
准并固化下来。”吕菁解释，乘客必须和驾驶

员隔开至少一排距离，彼此之间隔位而坐，且
中途不能换座；每辆车配两名驾驶员和一名

志愿者，对所有人员资料拍照复印留档等。
“紧抠细节，才能加强防控效果，也便于今后

防疫追溯。” 首席记者 曹刚

     一边是疫情防控毫不松懈，一边是复工

复产迫在眉睫，如何平衡两者是眼下许多企
业面临的难题，三一重机上海临港产业园也

毫不例外。这座全球最大的流水线挖掘机生
产制造基地已高速运转近四周，其全面复工

复产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精准复工逻辑？新
冠肺炎疫情之下，又将如何提速增产，化压力

为动力、转危为安？近日，记者走入“聪明工

厂”实地探访，直击复工复产第一线。

复产“蹄疾步稳”

组装、备料车间走一圈，工人们干劲十
足、力争“满血复活”是第一印象。生产线上，

操作机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办公室里，键盘

与鼠标的击键声轮番响起。
三一重机上海临港产业园占地 1500亩，

主要生产中型挖掘机、装载机，生产工艺和自

动化程度在全球位居前列，去年销售额达到

116亿元，创历史新高。2019年国内挖掘机出
口冠军 SY215就在这里生产。“我们本想一鼓

作气，但疫情的袭来打破了计划。”三一重机
中挖公司行政经理鲁云帅告诉记者，为了春

节保供，原定员工 1月 28日提前返岗。但疫
情发生后，复工时间就推迟到 2月 12日。

“年前签下的订单等着交付，确实很着

急，但之所以没有提前开工，是因为大部分员
工都是非沪籍，提前返岗较为困难；而且上下

游企业复工延迟，供应链没有完全恢复；另外
市场比较低迷，需求量有所延迟。所以这是利

弊权衡后决定的结果。”据鲁云帅介绍，自复

工以来，公司应急防疫小组每天全员排查和
零申报，园区内防控工作毫不松懈，生产条件

恢复正常。截至目前，近 1400名员工陆续返
岗，复工率超过 90%。

启用智慧防疫
工人未戴口罩，被车间里的“电子眼”自

动抓拍；“疫情防控”APP上显示活动轨迹，信

息实时追踪；线上“三朵云”高效运转，保障生
产防疫两不误；自动化流水线开足马力生产，

机械源源不断拉出厂区、发往海内外⋯⋯
作为制造业老将，三一重机本就注重安

全生产，这次疫情防控更是倒逼企业将现场

管理的精细化做到了极致。“疫情也是一次大
考，特殊时期，我们提升了应对突发事件的能

力。”鲁云帅表示，虽然机器不能线上生产，但

大量的管理和研发工作可以放到线上来做。
“我们建立了线上办公的体系，包括上班打

卡、视频会议和信息登记，有效提高了管理效
率。”

林伟是三一重机上海临港产业园的防疫
小组成员，1月 19日他从湖北黄冈老家探亲

结束后返沪，便开始了漫长的居家隔离生活。

“虽然哪儿也去不了，但足不出户的日子里也
没闲着。要发放防疫手册，每日排查报备人员

信息，还得联系各部门紧急筹措防疫物资，基
本在家手机不离手。”

同样忙碌的还有组装车间主任杨坤平。
尽管登录线上系统检查安全生产本就是他日

常工作的一部分，复工后新增的各项防疫举
措让线下的工作量也翻了一倍不止。“好在有

‘三现系统’（现场、现时、现物）帮忙，各生产
工序上都安装了摄像头，可以 24小时全区域

覆盖，但凡有员工未戴口罩，或间距小于 1

米、聚集时间超过 30秒就会发送预警，并记

录在考核表中。”

未来充满信心
“越是在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的思考

和理性的判断。不可否认的是，疫情推迟了工

程机械行业传统旺季的到来，但却从未消除。

我们有信心把落下的进度抢回来，再创新一
年的业绩高峰。”三一重机中挖公司总经理胡

奇自信的底气从何而来？数据就是最好的支
撑。“今年 2月，我们的海外订单量同比增长

约 50%，开工后已交付 400多台。”
虽然目前挑战依然存在，但办法总比困

难多。“重点地区的个别供应商短期内无法复

工，我们已调整预案，更替为长三角供应圈。
同时优化了工艺，把铸造改为锻造，提高生产

效率。”胡奇表示，针对日韩等国家的疫情发
展趋势，复工首日公司就做出疫情全球蔓延

的预判，新增 10亿元进口零部件库存量，保
障未来生产不受影响。

“春天已经来了，胜利还会远吗？”胡奇
认为，难关只是暂时的，当下国内市场需求

弱，对一季度业绩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但
长远来看，总体需求量只增不减。待疫情过

后，建设市场可能再次面临“用车荒”，交通和
农村补短板、新能源和新基建领域的持续发

展，仍将为工程机械行业提供可观、持续的发
展机遇。“我们对未来很有信心，已把今年的

销售额目标调整为 140亿元。目前，正在积极
抢抓国际订单和国内急单。大家戴着口罩加油

干吧！” 本报驻临港记者 杨欢

微信群精准对接服务 “保供证明”让供应链畅通

“店小二”打组合拳助企业“回血”

员工是否戴口罩、车间活动轨迹可“云观察”

制造业“老将”紧抓国内外急单
复工复产第一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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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幼儿奶粉是小宝宝的口粮，不管疫情如

何紧急，这一份口粮绝不能断。疫情期间，惠氏
营养品打响“宝宝口粮”保卫战，借助上海市商

务委紧急核发的“主副食品保供企业证明”，打
通物流运输、生产加工、物资采购的“任督二

脉”，如今国内四大仓储配送中心已经恢复
90%的物流运力，公司产品在长三角区域无障

碍配送。企业积极复工的背后，是政府部门的

主动助力，从一只口罩的调拨到一笔信贷的支
持，一个个“有求必应”加速经济“回血”。

20余微信群早晚答疑
疫情发生之后，惠氏营养品（中国）有限

公司政府事务副总监陈婕的手机里多了 5个

微信群，群主都是各级政府部门。其中上海市
商务委组建的工作群人数最多，394人中除了

“店小二”，基本是在沪外资企业的相关负责人。

“发布政府信息，协调防护用品，支持企业
复工是这个群的主要作用。”陈婕告诉记者，从

早到晚，微信群里信息不断，企业有疑问、有需
求都能抛进群里，早晚答疑，加速推进。

“时间长、频率高”，她用两个词来形容群

里的沟通。“涉及到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都能
在群里找到对应负责人，特别是市政府发布各

项企业扶持政策后，企业对实施细则有共性问
题，微信群里就是一场在线答疑会。”如果再加

上陈婕的同事，这样的新建微信群共有 20多
个。在她看来，助企业快速解决抗疫情、稳经营

过程中的一个个问题，是有关部门建群的初心。

“疫情之初，市商务委就协调资源为我们
解决口罩难题，并及时开通绿色通道，确保公

司及配套供应链的复工复产。”惠氏营养品大
中华区总裁瞿峰表示，拿着市商务委开具的

“主副食品保供企业证明”，公司很快又申请
办理长三角通行一体证，物流运输难题迎刃

而解，实现产品在长三角区域的无障碍配送，
为企业在特殊时期稳定经营提供坚实保障。

政策“红包”已经在途
2月 7日，上海出台“支持企业 28条”，在

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的同时，统

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全力支持企

业抗击疫情，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加大财税金

融支持力度，实施援企稳岗政策，着力优化企
业服务。目前支持企业 28条的各项实施细则

已陆续出台并投入具体实施。
惠氏上海办公所在地静安区、普陀区和

浦东新区也给与支持，政策“红包”不断。瞿峰
表示，上海出台的支持企业 28条中，关于加强

对防疫重点企业专项金融信贷支持和减免企

业房租租金两项都已获原则确认，还有培训费
补贴、延期申请纳税、延长社保缴费、提前申请

地区总部财政补贴等不同政策尚在申请之中。
根据 28条，鼓励开发性、政策性、国有大型商业

银行的在沪分行和地方法人银行积极使用人民
银行专项再贷款政策，对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和

生活必需品生产、运输和销售的重点企业包括

小微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由财政再给予一
半的贴息，确保企业贷款利率低于 1.6%。

按政策规定，惠氏营养品根据公司销售

规模申请了受疫情影响月度的信贷支持。在
上海市政策支持基础上，浦东新区政府也提

前发放了相关财政补贴，助企业安心经营。

解决妈妈的后顾之忧
受疫情影响，部分地区宝宝的“口粮”一度

告急，如何补货配送，是奶粉企业面对的挑战。

为此，惠氏营养品加大开源力度，加快创新业
务模式，特别是在电商平台等线上渠道，不论

是消费者访问的流量，还是实际销售，两方面
都有显著增长。整个 2月期间，惠氏营养品在

线上销售同比增长 2倍以上。

得到政府支持的惠氏也肩负起更多社会
责任，迅速加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启动

的“保价格、保质量、保供应”系列行动，加快恢
复产能，保证产品质量，提升服务水平，畅通物

流运输。惠氏营养品紧急动员全球资源，海外生
产三个工厂全力支持，加班加点，抢运产品供应

中囯市场。“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落实，稳定了
我们的信心和预期，让企业特殊时期也可全

心全意抓抗疫、谋发展。”瞿峰表示，公司真切
感受到了政府服务企业、精准帮扶的真心和

热心，惠氏营养品也将继续努力，为上海的经
济发展做贡献。 本报记者 张钰芸

■ 三一重机上海临港产业园工人复工后干劲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