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油员配送员联络员一肩挑

坚守2个月，生产核酸采样管原料

为了大家的“水果快乐”奔走

“芯”工厂保供团团长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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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人抢货、订航班订舱位……

朱骏没想到，专注于技术研发和生

产计划的他有一天会被叫作“团

长”。每一批货，从订购、装卸到配

送，从陆运、空运到海运，物流链条

上的每个环节都要亲力亲为。这些

货物，是集成电路生产线的“粮食”，

是用于芯片生产的各种物料。从3

月17日晚上开始，朱骏就返岗驻扎

在工厂，以高负荷连轴转的状态，迎

接着一波又一波的考验。为统一华

虹集团对外口径，协调内部资源需

求，他被暂时任命为华虹集团供应

链保供团团长，负责4个基地、6条

生产线的供应链稳定。

作为集成电路龙头企业，为了

保障连续性生产，华虹有一套完备

的业务连续性计划方案。3月中下

旬，朱骏带领团队开始按照方案急

速“奔跑”：紧急发货，一批物料迅

速从浙江、江苏等地发出；梳理短

板，比如外地槽车司机送货后，需

要安排检测机构为他们做核酸；调

配人力，梳理出能返岗的员工名

单，做好长时间封闭生产准备；密

切联系政府部门，申请通行证，关

注后续政策的变化……好几个夜

晚，他几乎没合眼。担任保供团团

长以来，他每日与团队一一排摸供

应链“堵点”，寻找解决方案。3月

28日，上海分区封控。在有效组织

下，华虹6000多名员工，从四面八

方汇聚到各个厂区，住宿舍、睡办

公室、打地铺，开启驻守工厂的

“芯”生活。比起团长的称呼，他更

愿意称自己是这“六千分之一”。

短期保供难题逐步缓解，中长

期供应链安全如何保障？过去由

供应商操心的事，供应链链条上的

每一环，现在都要靠华虹一一打

通。“我们联络东航物流等相关企

业，协调运力，预订舱位，还要负责

物料落地后的各项工作，保证全程

冷链运输、与海关紧密沟通等。”4

月底到5月初，4个架次飞抵上海，

十几吨光刻胶在各部门通力合作

之下，运往华虹厂区。忙完空运忙

海运，与船公司沟通、与港口协调，

朱骏已经记不清给多少个相关单

位打过电话开过会，不断切换，过

关斩将，终于一批批载着芯片生产

物料的集装箱动起来了……

除了生产物料，厂区的各项防

疫和生活物资，团长也要操心。“我

们提前抢购了一批物资，尽全力让

员工住好吃好。但客观地说，员工

就餐时的品种还是有点受限。”朱

骏笑言，疫情期间，他吃得最多的

就是韭菜炒鸡蛋和炒萝卜丝、萝卜

炖排骨等花式萝卜餐，“韭菜和萝

卜我们囤得最多”。

作为团长，朱骏是团队的定心

丸。他却坦陈，自己对家人亏欠太

多。疫情期间，他的岳母感染了新

冠病毒，所幸很快恢复了。当时，

妻子既要居家办公，又要照顾孩

子，还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

却无法在身边分忧。“最近跟孩子

打视频电话，要靠哄她才肯好好叫

我一声爸爸。疫情结束后，希望能

好好弥补家人。”

本报记者 叶薇

从上海封控管

理以来，整个城市仿

佛按下了暂停键。

然而，有一群“复工

赶早人”，他们有的

在封控前逆行返岗，

日夜奋战在生产一

线，以厂为家，战疫

情、保生产两手抓；

有的时刻做好准备，

拿到复工通知，一刻

也不耽误，迅速重启

工作，努力夺回失去

的时间，助力企业跑

出“加速度”。

在上海迎战新

冠肺炎疫情、加快复

工复产的特殊时期，

每一个平凡岗位上

的坚守，每一滴辛勤

挥洒的汗水，正汇成

一股看不见的力量，

推动着经济社会秩

序走向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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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我从技术负责人，变

成了‘居委会大妈’。”当韩雷说这

句话时，作为首批回厂的复工者，

他已经在厂里住了44天。进厂时

穿的羽绒服，已换成了短袖。

韩雷是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

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一员，进厂22

年，从基层工艺员做到了技术部工

艺处处长。3月23日，厂里决定闭

环生产，当天早上通知他“最短时

间内进厂”。

上海汽轮机厂共约2800名员

工，首批复工300多人，有一线工人，

也有研发人员。工厂成立了复工临

时党支部，韩雷成了临时党支部书

记，忙起各项琐碎工作。“小区遇到

的困难，工厂全遇到了，三餐怎么

配送，外卖快递怎么传递，洗澡如

何分批次，核酸怎么排队，怎么消

毒……作为临时总指挥，我就像个

‘居委会大妈’，吃住在厂里，整天

在‘答疑’和处理紧急事情。”韩雷

和同事们制定了《疫情封控期间管

理办法》，将千头万绪逐条理顺。

4月19日起，第一批员工陆续

复工，至5月5日在厂人员增至850

人。厂区提级管理，各车间成为独

立单元，就像小区的各楼栋，不能

“串门”。厂区分为绿区（生活区）、

蓝区（闭环管理区即车间）、黄区

（48小时静默区）、红区（应急隔离

点），8支志愿者小组负责大门接

待、黄区管理、配餐洗浴、核酸组织

等，每天都在解决问题。比如，复

工以来每天组织抗原和核酸各一

次，第一次核采用了4小时，被检测

机构“投诉”。工作组就将大家分

为“固定组”和“游园组”，改装了检

测小车，将时间缩短至2小时。

短暂停摆后，厂区就像一部大

机器，慢慢恢复了转动。为尽快恢

复产能，制造部门的汽轮机车间、

燃机车间驻厂员工每天工作12小

时，叶片中心单轴加工中心开启二

班二运转，许多员工发挥一专多

能，打通工序断点。生产保障部也

第一时间到位，保证几百台机床正

常运转。当然，面临的困难也不

少，比如技术部到岗率只有两成，

有时紧急情况要去现场，但进车间

要申报非常不方便。为此，韩雷特

地派一人驻扎在车间闭环管理，作

为技术的“接口人”。

在家庭中的“缺位”，也让韩雷

很内疚。妻子是医务工作者，有时

要住医院，女儿正上高一，遇到困

难打电话给他，他总爱莫能助。“一

次打印机卡纸了，我只好远程指

导，她倒也自己修好了，我挺欣慰

的。”他说。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暂停32天后，超大盾构“纵横

号”再次发出了机器轰鸣声，目前

以每天2环4米的速度向前掘进，

力争把疫情耽搁的进度抢回来。

这样的场景，让隧道股份上海隧道

北横通道Ⅷ标项目经理孙杰感到，

原来熟悉的工作场景正在一点点

回来。

今年3月18日至今，孙杰就一

直没有回过家。因为疫情，一些生

产物资无法运抵，“纵横号”在3月

底采取了停机的措施。不过，每天

仍有施工人员在井下24小时值班，

对其维保和监测，防止产生沉降。

工程进展要顾，近300人的生

活、防疫物资也要去联系。孙杰说，

当时每天都忙着各处联系，储备应

急物资、食材，还要联系医务人员上

工地来帮工人做核酸检测。

4月20日开始，孙杰又和同事

们开始复工复产前的准备，边张罗

生产物资，边对工地整个区域重新

划分，商量着如何进行线路规划，可

以最大程度避免施工交叉作业。“当

时，所有进入工地的临时车辆，都会

在车门、车窗上张贴临时封条，司机

不下车。随后，验证司机健康码、通

行证等信息，并在过渡区完成全车

消杀后，才能卸货。”孙杰说。

在囤够一周生产物资后，5月2

日“纵横号”开启复工复产之路。

“之前，‘纵横号’已在北横东段掘

进了350米。”孙杰说，之后，它还

将穿越运营中的地铁18号线和4

号线，完成总计2800多米的东段

“地下之旅”。

5月4日，一车从嘉兴海盐运来

的盾构管片抵达工地，这让孙杰兴

奋不已。“这说明生产物资的运输通

道已经打通，将为后续的工程提供

生产条件。”孙杰说，工地的人员复

工率已达83%。为了减少人员流

动，每天的施工人员加管理人员精

简到76人，分成六个班组。每个班

组的生活、工作，甚至吃饭、上厕所

都有固定路线，不能交叉。

复工后，孙杰这些天更忙了。

昨天中午，孙杰抽空给家里人打了

个电话。声音听上去极其疲倦的

他告诉记者：“我的太太是上海儿

童医学中心的护士长。我们互相

调侃，一个是抗疫先锋，一个是复工

先锋。”

本报记者 裘颖琼

5月6日一早，陈飞均从办公室

沙发上醒来，第一个来到上海石化

合成树脂部号聚乙烯装置。从3月

11日起，他和厂区3500多名员工一

起，已经在工作岗位坚守快2个月。

夜班师傅看到他说：“来得这

么早呀，昨晚生产一切顺利！”老陈

走到装置前，详细查看工艺参数。

这一天，他们的装置将转产生产核

酸采样管的高熔指聚乙烯产品。

“这个料熔指高，我早点来，早做转

产准备。”

老陈介绍，上海石化在完成原

有合成树脂产品市场保供的前提

下，根据疫情防控对核酸检测物资

的需求，生产可用于核酸采样管、

抗原自测管的高熔指聚乙烯产

品。截至今年4月底，已经生产了

4000余吨。

核酸采样管所需超高熔指聚

乙烯专用料此前完全依靠进口。

由于国内疫情多点暴发，核酸检测

需求不断增加，进口原材料紧缺，

经下游厂家试验，上海石化高熔指

聚乙烯产品LF5600可替代进口超

高熔指聚乙烯产品，生产出的核酸

采样管满足各项质量要求，大大缓

解了核酸检测需要。

这天上午，他在3条生产线上

巡检，这一圈走下来一般要2个小

时。老陈说，上海石化的生产一刻

都不能停，疫情以来，厂里也始终

保持着稳定的原油加工量。3月11

日至今，驻守在上海石化的3500多

名员工、近1000名改制企业的运保

人员和400多名承包商的项目建设

人员，在封控期间保持零感染。

疫情期间，老陈最大的感受就

是同事之间的沟通交流更多了，更

贴心了。“班组里的年轻人待久了，

有些焦躁，我觉得都很正常。我就

跟他们多聊聊天，看看大家有什么

具体困难。下了班，有时候还会组

织他们跳跳绳、踢踢毽子。”

本报记者 叶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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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7时，王喜庆从地铺爬起

来，活动了下身体，迅速洗漱，穿

上工作服、戴上防护面罩、口罩和

手套，进入工作状态。他本是一

个睡眠很好的人，但连续四五十

天的地铺生活，让他变得睡眠很

浅，夜里要醒好几次。

王喜庆是中石油上中加油站

经理，在加油站已经干了16年，却

从未在站里待过这么长时间。从

3月8日开始，他驻守加油站，保证

服务保供不打烊。这两天，加油站

有2个小伙伴回家了，又有2个小

伙复工了，而他还要继续坚守。

王喜庆做出驻守加油站决定

时，疫情形势并不明朗，公司也没

通知。连续有几名员工接到居家

隔离的通知，他赶紧返回家中收

拾换洗衣物，赶回站里。“当时我

就一个想法，自己绝不能被封控

在家中，最关键的时刻必须在站

里，和员工在一起，保证加油站正

常运营。”他迅速准备了一批防疫

物资，采购了行军床、睡袋、春秋

被等一批生活物资。行军床翻身

困难，大家就干脆打地铺。在他

的带领下，加油站的工作有条不

紊地开展。站里还开辟了医疗救

护、消防、公安等车辆的绿色加油

通道，为防疫、值勤和环卫等人员

设置“爱心驿站”。

王喜庆还是闵行、徐汇11个

加油站的支部书记。上海分区管

控后，这11个站的员工到岗率锐

减，也面临着物资紧缺的情况。

他申请到一张宝贵的物资运输通

行证，开始当起了11个站的联络

员和配送员。这些站点一圈跑下

来，往往也要大半天。他还经常

跟这些站点的员工视频沟通，协

调解决各站经营困难，帮助员工

排解心理压力。

站内员工越来越少，最困难

时只有3名员工在岗。王喜庆上

了夜班又顶白班，一个人就是一

个班组，有段时间每天只

能睡几个小时。他不仅要

保障站内运营，还为附近

的小区居民送民生物资。

“我们有一些线上渠道可

以采购到物资，最多时送

过20多个小区，看到附近

居民拿到我们送去的菜，

就很有成就感。”

王喜庆也不知道驻守加油站

的时间还需要多久。他很怀念，

疫情前自己在地铁车厢里摇摇晃

晃1个多小时到家，推开家门听孩

子叫一声：“爸爸，回来啦。”

本报记者 叶薇

随着全市防疫形势的好转，

光明邨在5月1日推出两款点心

套餐的社区团购，迈出复工复市

的新步伐。留守已久的点心师张

红燕再次捏起了面团，鲜肉月饼

的香味也在店堂里重新飘起。

凌晨2时30分，张红燕的手

机闹钟响了。她从行军床上起

身，快速洗漱，3时不到就走进了

后厨，第一件事是打面。“椒盐饼、

黑洋酥饼的面团是冷水发面，先

把它们打出来醒发，再去打温水

发面的月饼皮。”同事则拌起各种

馅料，等到原材料准备完毕后，大

家围在案板前，把鲜肉月饼、椒盐

饼、豆沙青团、蛋黄肉松酥饼等点

心一个个包出来。

在光明邨做了14年的点心师

傅，张红燕的手上功夫很是纯

熟。“原本店里有近20位点心师

傅，但现在驻守在岗位上的只有7

人。要保证所有点心当日现做，

送到市民手中还是温热的，就必

须又快又好。”

清晨5时许，一笼笼青团被送

入蒸箱，一盘盘椒盐饼在烤箱中

膨胀，鲜肉月饼则50个一组进入

铁盘锅开始烤制。店堂里，肉香、

油香、芝麻香混合在一起，是上海

人熟悉的味道。

8时出头，大部分点心都出炉

了，张红燕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打

包。鲜肉月饼放进纸盒，豆沙馒头

和粽子用袋子扎紧，再一一装进纸

袋，等待负责配送的同事取走。

10时许，当日套餐全部送走，

张红燕敲了敲酸痛的肩背，准备

去补一觉，下午还要做第二天的

准备工作。“说不累是骗人的，每

一个点心都是手工捏制，费时费

工。对于我们四五十岁的老师傅

来说，现在更是‘倒时差’工作。

但大家‘痛并快乐着’，因为时隔

一个月，老顾客又吃上了光明邨

点心。” 本报记者 张钰芸

参加工作8年多的张彦，是国

网上海市南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二班

的班长，主要从事变配电设备运行

和维护工作，以及承担疫情保电任

务。今天是张彦担任班长的第68

天，也是驻点值守的第41天。

3月31日，在公司驻岗值守“集

结令”发出后，张彦主动请缨，以最

快速度来到位于闵行区的一座110

千伏变电站值守，召集3名班员组

成值守先锋队，为抗疫保供做好

“一站到底”的准备，开始不间断值

班模式。

张彦赶早制定了辖区内63座

变电站的运维方案，对隔离酒店、

定点医院、方舱等保障单位涉及的

32座变电站制定保电特巡计划，带

领值守班员开展地毯式排查，通过

带电检测手段全面掌握设备健康

运行情况。除变电站日常巡查外，

张彦还需随时处理一些紧急任

务。一日，一座位于浦江镇的变

电站发出“交流过电压”故障报警

信号。张彦带领值守小队消除完异

常已是清晨。

张彦的妻子照顾着6岁儿子和

60岁母亲在封控期间的饮食起

居。“家人一开始舍不得。但他们知

道我是班长，必须冲锋在前，带着

干，领着干，也就理解了。”得知儿子

在班级视频活动里将自己抗疫值守

保供电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张彦

倍感自豪。

张彦每天关注班里居家人员所

住小区的封控情况，并动态更新信

息表。作为第一批“赶早人”，张彦

带领着最小化运行的班组形成相对

模式化的运转机制，为后续值守人

员补充、轮换和将来的大规模复工

复产，乃至全市的复工复产打下了

基础。

本报记者 罗水元

自4月27日零时起，闭市一个

月的西郊国际果品业态，获准分区

域、分批次复市经营，市民们的“水

果快乐”又回来了。西郊国际果品

部经理助理韦贤忠从蔬菜区、配送

区的“机动人”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专心供应好上海人的“果盘子”。

“水果是保供第二梯队，我们

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忙碌的经营场

景。”韦贤忠说，现在场内有56名水

果客商、17名工作人员，每天200多

吨水果在这里交易，包括市郊的西

甜瓜、海南的妃子笑、大连的美早

樱桃和云南的蓝莓等时鲜货，还有

进口的新西兰猕猴桃、菲律宾凤梨

和美国甜橙等，约有60多个品种。

为了复市，包括他在内的“西郊

水果人”提前做了不少准备，以确保

人、货、场的防疫安全。韦贤忠说，

56名客商全部来自防范区，已居家

隔离满14天，且持有48小时核酸阴

性报告。在进入市场前，他们要先

做一次抗原检测，在静默区域待足

48小时，其间完成2次核酸、2次抗

原。一切正常后，才能进入经营区，

并开始闭环管理。

进入市场的进口水果则必须

持有“三证一单”，即检验检疫证、

消杀证、核酸检测报告和报关单，

现场再次消杀后经过静默期才能

销售。同时，市场采用无接触经营

模式，供应商线上接单，线下分拣

配送，采购商到场不下车提货。这

一套流程都在韦贤忠和同事们的

服务和监督下严格完成。

韦贤忠从早到晚奔走在市场

里，大到协助办理临时通行证，让

客商的货品畅通无阻运抵上海，小

到时时巡视，提醒客商正确佩戴口

罩，绷紧防疫这根筋。

从3月10日起，韦贤忠已经两

个月没回家了。他说，太太一个人

带着两个孩子，很辛苦，很对不起

她。“5月3日是我小女儿的生日，

太太团购了一个蛋糕，我只能隔着

手机屏幕，给女儿唱首生日快乐

歌。等一切正常，想回去抱抱他们

三个人。” 本报记者 张钰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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