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 孙也达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恢复生产，
坚持“两手都要硬”。当前，疫情防控工
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秦皇岛市在
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重点工作的同
时，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和在建项目
复工、新项目开工。这对于为疫情防控
提供充足物资保障、为稳定经济社会大
局提供有力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压紧压实企业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督促落实相关疫情防控措施，确保防控
机制到位、员工排查到位、设施物资到
位、内部管理到位、宣传教育到位，在扎
实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统筹抓好企业
复工复产工作。”秦皇岛市委书记朱政学
说。2月 10日，秦皇岛市具备开工条件的
企业开始陆续复工复产。为此，该市发布

《关于切实做好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提出企业复工复产要具备
建立健全疫情防控体系、加强物资储备、
强化物流管理等多项条件。

2 月 21 日，记者先后来到山海关区、
海港区、抚宁区、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
区，实地探访企业在落实复工复产要求
方面的具体措施与创新做法。

时间：9：30
地点：正大食品企业（秦皇岛）

有限公司

“请出示车辆消毒证明。”公司大门
口，一辆送货车正要进入厂区，正大食品
企业（秦皇岛）有限公司行政部副科长刘
涛提示司机出示消毒证明。

“给，这是我的消毒证明。”司机从车
窗把消毒证明递给刘涛。

“这证明上的车号和你这辆车号码
对不上啊，我不能让你进去。”刘涛说。

“运输车进入厂区，都必须出示消毒
证明。”公司安全管理部安全总监胡树林
说，送货公司须保证运输车辆、包装箱消
毒有效，送货人未有发热症状。车辆经过
该公司统一消毒才能进入厂区，外来人
员须体温监测合格、手脚消毒并登记才
可入内。

正大食品企业（秦皇岛）有限公司是
一家食品深加工企业，主要生产包子、馅
饼、油炸小食品等产品，产能 6 万多吨。

“食品加工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安全生
产和风险管控是企业的重中之重。”胡树
林说，平时车间就是无菌化管理，疫情面
前，安全生产更需要重视。

为有序复工复产，公司向山海关区相
关部门提交了《企业复工复产备案表》，员
工总人数、疫情防控体系健全情况、返岗
人员健康核查等情况在表中都有详细记
录。经相关部门同意，公司2月10日正式
恢复生产，目前，复工率99%以上。

“复工人员和进出车辆多，不能有任
何闪失，为此我们制定了《企业与职工个
人疫情防控承诺书》，每位承诺人必须签
字。”胡树林介绍，为提高排查效率，各部
门主管负责测量本部门成员体温。同时，
公司实行分批用餐制，减少人员接触。

“公司原来主要客户来源于餐饮和
商超渠道，因为疫情，餐饮销售受到不小
影响。但同时，线上和商超渠道销售占比
有所增加。”胡树林说，为此公司正积极
拓宽网上销售渠道，力争做到“线下损失
线上补”。

时间：12：00
地点：秦皇岛市傲森尔装具

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在秦皇岛市傲森尔装具服装股份有
限公司大门口，记者看到一顶白色的帐
篷，帐篷上的红十字格外醒目。“员工进
入厂区，必须戴口罩、测量体温并做好各
项信息登记。”公司行政部部长单学彬介
绍，员工登记完信息后，必须通过这顶帐

篷进入厂区。
“帐篷地面上放着消毒液浸泡过的

地毯，员工从帐篷通过，就是要给他们进
行一次消杀。”单学彬说，员工脚底、电动
车的轮胎，都是容易忽视的部位，让电动
车和员工从帐篷地毯上通过，在入口处
就杜绝病菌进入厂区。

该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野营装备、
被装及应急救灾救助产品的民营企业，
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这里
是我们公司的总厂，有近 300 名员工，目
前返岗员工240人。”单学彬介绍，没回来
的都是外地员工，对外地返岗人员，他们
严格遵守防疫要求，对其隔离14天。

走进厂区，记者看到员工正陆陆续
续前往食堂打饭。“疫情防控期间，公司
对员工就餐做了调整，全体员工实行分
批次、分散式就餐。”单学彬说，公司提倡
员工自带餐具，打好饭后回工位上用餐，
避免交叉感染。

在公司生产车间内，空气中有淡淡
的消毒液气味。虽是正午，但各大生产线
和机床仍在运转，员工们埋头作业。“疫
情期间，我们对工位也做了相应调整，工
人间距由原来的两到三米调整到了三到
四米。”单学彬说，每天晚上他们会对车
间进行1小时的消杀。

“公司 2月 11日复工复产，大部分员
工复工复产意愿较强。”单学彬说，公司
加紧生产，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往灾区捐
赠了64顶帐篷、1000余件棉大衣和50多
套桌凳。疫情期间，还将一些具有经济效
益的生产线关停，加紧生产应急救助
帐篷。

复工以来，员工们干劲儿很足。现在
口罩、防护服仍紧缺，下一步，公司会在
保证员工安全的情况下，加快生产这些
防疫物资。

时间：14：00
地点：秦皇岛小江蔬菜专业

合作社

“把车停门口，我们先给车消毒。”记
者到达秦皇岛小江蔬菜专业合作社时，
工作人员正在给一辆货车消毒。

“车已经消完毒啦，等10分钟再开进
去。”消毒操作人员对司机说。

“都消完毒了，为啥还要等10分钟？”
记者问。

“运菜车不比一般车辆，消毒液挥发
需要一段时间，不然液体容易残留到蔬
菜表面。”合作社行政部经理陈美介绍。

秦皇岛小江蔬菜专业合作社组建于
2011年，是集生姜、胡萝卜等种植、收购、
冷藏保鲜、清洗加工、批发配送于一体的
蔬菜经营企业。“正月初二开始，部分员
工提前上岗，赶进度、追产量，确保唐秦
两市抗疫期间的蔬菜供应。”陈美说，现
在有的员工已连续安全生产近 1 个月

时间。
“合作社 2月 12日正式复工复产，目

前，全社 65 人，40 人已经到岗。”陈美介
绍，没到岗的员工，因为不在关键岗位，
为避免人员聚集，先没让他们回来。公司
临时招来七八名小时工，再加上行政部
门的职工也到车间帮忙，各项工作完全
能应付过来。

走进合作社蒜薹车间，一捆捆蒜薹
整齐码放，工作人员戴着口罩，在自己的
岗位上忙碌着。“员工都是周边村庄的，
公司给他们出具证明，方便其出入。”陈
美介绍，公司内实行分区域管理，运输车
辆装货区、生产车间、配送区、行政办公
区之间人员不可以随意走动，避免人员
聚集。

“蔬菜车间设备会直接接触蔬菜，所
以消毒工作最严格。”陈美说，他们每天
中午、晚上对车间消毒两次，地面喷洒消
毒液，设备则用酒精浸泡过的棉布擦拭。
为避免蔬菜表面沾染消毒液，等设备上
酒精挥发后，才重新启动运行，以保障食
品安全。

配送车间的员工和外人接触多，公
司给这些员工准备了防护服和护目镜。
整个装车过程中，配送人员必须防护到
位，确保自身安全。

“合作社目前存贮的各种萝卜、洋
葱、蒜薹、生姜等达 2700 吨，日出货量 70
吨至 100 吨，在全体员工的努力下，现在
的生产量基本能满足唐秦两地市场需
求。”陈美说。

时间：16：30
地点：旭硝子汽车玻璃（中国）

有限公司

进入厂区请全程佩戴口罩、请在指
定区域活动、不得进入人员密集区……
旭硝子汽车玻璃（中国）有限公司大门口
的桌子上放着《外来人员登记表》，身体
健康状况、近14日每日动向、是否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等信息填写完才能进入厂

区。公司生产车间里，戴着口罩的工人娴
熟地操控着生产设备，随处可见放着湿
巾、贴着酒精使用说明的消毒点。

旭硝子汽车玻璃（中国）有限公司
2003 年成立，是一家日本独资的大型现
代化汽车玻璃生产企业。“为有序开展
复工复产，我们制作了《返秦人员登记
表》和《春节动向登记表》，及时了解员
工动向和身体状况。”公司安全部部长
黄丽萍说，员工复工前一天，需要通过
扫描公司制作的二维码，填写个人信
息，经相关部门审批合格后才能上岗。

公司有 1000 多人，2 月 10 日复工复
产，目前复工率 99%。所有入厂人员均需
进 行 体 温 测 量 ，体 温 超 过 37.3℃ 禁 止
入厂。

记者在公司内看到，男女浴池、更衣
室全部贴着“暂时关闭”的封条。上卫生
间排队时保持1米以上距离、乘坐交通工
具尽量错峰出行等复工防疫小贴士张贴
在各个出入通道的墙壁上。

“为避免人员聚集，公司减少现场聚
集在一起开会，改为微信、视频等方式进
行沟通。”黄丽萍说，办公区、卫生间、食
堂等公共场所每天都会消毒，并给员工
做 好 消 毒 酒 精 使 用 宣 传 和 病 毒 预 防
宣传。

在公司食堂入口，张贴着“预防疾
病，从正确洗手开始”的小贴士，“七
步洗手法”每一步都有着详细描述。

“我们进入食堂需要严格按照‘七步洗
手法’洗手，并进行体温测量。”公司
安全工程师任为说，食堂实行隔离分
区、分散就餐，桌椅布置也是一人一
桌，间隔1米以上。

为保障乘坐班车员工的安全，该公
司下发了《疫情期间班车管理通告》，要
求员工错位就座，保持间距，严格落实

“一趟一消毒”“每班次通风”等要求。据
介绍，截至2月20日，该公司共发布22个
疫情管理要求，力争把防控细化到每一
环节，确保复工复产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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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不放松，生产加速度
——探访秦皇岛部分复工复产企业

秦皇岛火车站广场管理处党组书记、主任任德文：

医生的话，他只记住了前半句

青龙

扶贫“微车间”
搬到农家炕头

□河北日报记者 孙也达 史晓多

“今天风大，把帐篷固定好，别被刮倒
了！”

2 月 14 日 16 时，秦皇岛市大雪纷飞，
寒风中的人们不禁把手又往衣袖里缩了
缩，秦皇岛火车站广场管理处党组书记、
主任任德文按时来到出站口组织交接班
工作，乌黑的头发被雪花“染”出了片片

“白发”。
检查出站旅客登记信息、询问防护服

发放情况、安排除雪工作……看着眼前忙
碌的身影，记者很难相信，十多天前的他
还是一个被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的病人。

每年春运是火车站最忙的时候，春节
前，任德文经常加班到深夜，累垮了身体。

“起初没当回事儿，以为是普通感冒，
吃点药能挺过去。”任德文说，1月17日，他
感觉全身酸疼，后来开始发烧，到诊所输
过两次液，但依然没有好转。1月22日，他
到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就诊，没想到直接进
了重症监护室，被确诊为比较严重的普通

肺炎。
任德文在重症监护室治疗时，秦皇

岛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也全面展
开，火车站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同
事们都冲上疫情防控一线了，恨不得拔
了氧气管就出去。”任德文说。他在重症
监护室内始终手机不离手，24 小时开机，
因为无力说话，就用微信和同事沟通工
作情况。

就这样，任德文在重症监护室治疗了
6天，也工作了 6天。转到普通病房后，身
体仍很虚弱，他努力运动，尽快恢复身体。

2月 1日，情况稍好些，一个想法冲入
他的脑中：他要提前出院。他对试图拦阻

自己的妻子说：“秦皇岛有很多像我们这
样幸福的家庭，作为一名党员，一个部门
的负责人，做好火车站的疫情防控工作，
就是为了让这种幸福能持续下去。”2 月 3
日，提前出院的任德文回家换了身衣服，
就冲上了疫情防控一线，从此就一直住在
单位。“单位离家远，住单位能‘偷懒儿’多
睡会儿。”任德文开玩笑地说。

但同事们都知道，任德文住单位是为
了自己能多扛一些，以让大家有更多时间
休息。

2月10日，任德文回医院做了复查，医
生告诉他身体恢复得很快，但还没痊愈，
建议他多休息。但任德文只记住了医生

说的前半句，在防疫一线干得更卖力了。
随着人流量越来越大，火车站的疫情

防控压力也与日俱增，增开出入站通道，
调整执勤人员换班频次……在大雪纷飞
的火车站广场，任德文和他的同事们为南
来北往的旅客树立起一道疫情防控的坚
强防线。

河北日报讯（记者史晓多 通讯员崔岭）一间不足30
平方米的农家小屋，一台缝纫机、一把剪刀、一块布料，青
龙满族自治县安子岭乡吉利峪村吕秀峰、张金华夫妇俩每
天都紧张忙碌着。49岁的女主人张金华一点一点地勾勒
图样，一针一线地缝制拼合，成形后再递给旁边53岁的丈
夫吕秀峰填充棉花，不到20分钟，一只寓意“吉祥”的布公
鸡就制作完成了。

“把扶贫车间搬到村民炕头，做到防疫、春忙、加工三
不误！”驻该村第一书记何启东介绍，吉利峪村曾是贫困
村，2019年全村 310户贫困户、1028人已全部脱贫出列。
为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致富后劲，2019 年
秦皇岛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驻村工作组根据村情，与北
京一家公司达成引进布艺代工项目协议，并将村委会旧
址改建为布艺代工扶贫车间，同年7月正式运营后，已吸
纳 40多名妇女就业，她们缝制的手工艺品销往上海、成
都等地，有的还远销海外，人均月增收1000余元。

“担心春运影响加工进度，春节前我们已备足一个月
的原材料，并明确了制作技术标准和要求。可突发疫情
让扶贫车间不能如期开工。”何启东说，车间虽然运营时
间不长，但效益不错，贫困群众看到了致富希望。如果因
为疫情突然停工，就算收货商能理解，村民的信心也会遭
受严重打击。

如何既让村民从宅家“闷得慌”转为舒心“坐得住”，
又让扶贫车间正常运转？春节过后，驻村工作组和乡、村
两级干部一边紧锣密鼓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一边召开会
议商议车间运行情况，最后一致决定：按照“小分散、大集
中”要求，将工业缝纫机分到各家各户，由车间统一制定
生产计划，生产任务下达农户，农户按要求在家分散加
工，技术人员远程视频跟踪指导，最后由扶贫车间集中包
装、统一销售。

思路一开天地宽，扶贫车间搬到农家炕头，不仅使布
艺加工项目没有停止，而且降低了春节期间人员外出聚
众的概率。张金华兴奋地说：“现在不用每天匆匆忙忙地
到车间上班了，加上老吕不能出去打工也来帮忙，一天收
入至少能翻倍。”

据了解，目前，青龙全县 55 个手工业扶贫项目已全
面恢复产能，带动1000余人月增收近千元。

河北日报讯（记者史晓多 通讯员杜万青）日前，笔
者来到抚宁区田各庄管理区草莓种植基地，春信草莓采
摘园的女主人徐秀杰正在将红艳艳的草莓一颗颗装进泡
沫箱，用塑料膜封好。“往年这时正是最忙的时候。来收
购的客商排成队，进园采摘的游客一拨接一拨。”徐秀杰
说，今年受疫情影响客商和游客都来不了，管理区组建了
微信群，帮着打开了销路，草莓卖得也挺好。

抚宁区田各庄管理区有多年的草莓种植历史，独特
的自然条件和成熟的种植技术，让这里的草莓口感香甜、
绿色有机，在秦皇岛周边颇有名气。近年来，抚宁区采取
政策支持、资金帮扶等措施，使得当地的草莓产业逐步发
展壮大。目前，已发展到近300亩、100多个大棚的规模，
平均亩产值都在6万元左右。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眼看草莓马上就要成熟上
市，销路受阻，种植户们心急如焚。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是当前头等大事，但如何帮助种
植户把草莓卖出去呢？线下不能卖，线上找办法。田各庄
管理区决定由农业办牵头，抽调 3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
草莓线上销售工作。他们迅速组建了“田各庄草莓铁粉儿
群”，并拍摄制作了短视频，在网上广泛推介当地草莓，发
布草莓价格等信息，接收消费者订单，借此打开销路。

据介绍，每天 14时 30分，工作人员通过微信群与种
植户联系，了解各家各户的草莓成熟情况，根据草莓成熟
情况和订单需求，按顺序在“田各庄草莓售卖户群”给种
植户下单；种植户将采摘的草莓根据等级分别装箱，工作
人员进行抽查，对以次充好或缺斤短两的种植户予以处
罚。为便于追溯，最大程度保证消费者利益，种植户还要
在包装箱外面贴上标签、写好名字，由管理区统一配送。
第二天 9时，如果消费者对草莓比较满意，没有投诉，由
管理区将销售款转发给种植户。

“草莓种植是当地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我们要想方
设法帮助他们把草莓销出去。”田各庄管理区管委会主任
刘超说，“田各庄草莓铁粉儿群”开通后，很多消费者纷纷
购买“爱心草莓”，帮助农民渡过难关；而且通过线上销
售，有的消费者还跟种植户成了微信好友，直接联系购买
草莓，田各庄草莓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

截至目前，第一茬近 2000 公斤草莓销售已近尾声，
第二茬草莓已经开始预售。下一步，管理区将继续通过
微信群帮助种植户销售草莓，同时积极联系大客户和爱
心企业，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力争实现疫情防控和农业
生产两不误。

抚宁区

草莓销售“微信群”
帮助农民渡难关

为全力给防疫一线提供保障，连日来，康泰医学系统
（秦皇岛）股份有限公司在紧张生产脉搏血氧仪和用于监
测人体生命体征的心电监护仪。

河北日报通讯员 王继军摄

▼日前，在正
大食品企业（秦皇
岛）有限公司大门
口，工作人员在给
进厂车辆消毒。

河北日报记者
孙也达摄

◀近日，在秦
皇岛小江蔬菜专业
合作社蒜薹车间，
工作人员在岗位上
忙碌着。

河北日报记者
孙也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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