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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2022

王小伟：

愿疫情
早日结束

省应对新冠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物资保障组：

2020，应对疫情 保障供应
河北日报记者 白 云

【
阅
读
提
示
】

我是河北廊坊康怡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总经理。我们企业位于
廊坊大城县大尚屯镇北桃子村，有
医用外科口罩生产线3条，医用防
护口罩生产线1条，医用隔离面罩
生产线1条，并配有检验室、灭菌室
等配套设施。主要生产一次性使
用医用外科口罩、医用防护口罩、
医用隔离面罩等产品。

2019 年底，通过新闻，我知道
了武汉疫情，那时我就感觉，口罩
接下来可能会有大的需求。那年
农历腊月二十六，我们接到上级通
知，希望企业能提供医用外科口罩
供应。我马上联系员工，在全省第
一个全马力开工保供口罩。我记
得当时有相关领导问我，能不能短
时间内供上10万只，我咬咬牙说：
能。

为什么说咬咬牙呢，当时即将
过年，工人都已放假，有的工人我
支付了一天1500元的工资请回来
加班。我们厂5条生产线满负荷生
产，机器24小时连轴转，工人每天
两班倒。除原有员工复工外，我们
还聘请了 15 名临时工，24 小时交
替，愣是把原来每天4万只的生产
能力提高到8万只。

2020年初，我们与省工业与信
息化厅签订了一次性收储5万只口
罩的合同，随后每天收储1.5万只，
支援国家抗击疫情。

在短短三四个月时间里，我们
供应了1200万只当时最短缺的医
用外科口罩。河北省捐赠给武汉
的第一批医疗物资中，有60万只口
罩，也是从我们厂采购的。

我的工厂 2015年开始投产一
次性医用口罩，当时主要出口日
本，那时平均每月出口100万只，纯
利润在35万元左右。因为日本客
户长期采购我们的产品，2019年底
时，我们企业备料非常充足，这为
后期保供全省、全国提供了非常重
要的原料基础。

在最紧急的阶段，我们甚至停
掉所有民用口罩的生产，全部转为
生产一次性医用口罩，就为了让更
多人用上口罩。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多出一个
口罩，就可能少一人感染。

在当时医疗物资那么短缺的
情况下，我至今骄傲的是——我们
的产品价格不涨反落。

当时，一次性医用口罩的市价
在1.5元/个，我们销售给政府的价
格是0.6元/个，在防疫物资最为短
缺的一个多月里，我们是亏本保供
的。

为什么我们企业会这么做呢？
2003 年，我在广州当卫生兵，

目睹过非典疫情对老百姓生产生
活的影响，我还是多年的老党员，
在国家有需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
得上。

后来，因为产能全部供应省
内、国内，我们失去了日本稳定的
客户。加上后期，全国口罩产能跟
上来了，我们的销量下降到每月60
万只左右，企业盈利也大打折扣。

你问我后悔吗？我觉得在那
个关键时刻，谁都会跟我一样选。

2022年，我也有很多心愿。首
先最希望的是疫情早点结束。

其次，因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投
产口罩行业，口罩再也不是短缺
货，我们企业的销量也在下降，我
也在寻求转产。

虽然企业利润下滑严重，但还
是很高兴，咱国家不用再为医疗物
资发愁，老百姓人人都有口罩用。

接下来，我希望政府部门能加
强对省内防疫医疗物资企业的培
育和扶持，多给一些实惠的政策，
在咱们省内多一些类似的企业，同
时，让这些企业能做大做强，以后
啊，在医疗物资生产、储备上，咱们
能随时拉得出、顶得上。

口述/王小伟
整理/河北日报记者 白云

全员上阵，保供！

2022年6月10日，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
费品工业处处长毛红领打开电脑浏览了全省各类
医疗物资储备信息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现在，
全省医疗机构都储备了可满足本机构1个月以上
满负荷运转需求的医疗物资。各市县政府也都建
立了实物储备库，储备了足量的医疗防护物资，我
们定期统计的10种物资，除市面供给丰富的干扰
素、阿比多尔外可用天数均在30天以上，护目镜、
红外测温仪2种物资可用天数接近200天。”

这份充实的“家底”，在2020年1月20日成立
河北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物资保
障组时，对应的数字几乎是0。

2020 年 1 月 20 日晚 22 时，省工信厅消费品
工业处副处长谷米被紧急通知到单位开会，“那
时河北还没有确诊病例，但全国气氛已经紧张起
来。”在这个会上成立了厅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组建了综合协调、物资生产、物资储
备、信息宣传四个小组，谷米是综合协调小组成
员之一。

此前，因湖北新冠肺炎疫情，谷米作为河北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络员被派驻河北省卫生健
康委集中办公，主要负责各类物资保障事项协调
联络、信息收集及突发事件处理等工作。“2009年
以来，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一直承担着医药储
备的工作，但对医疗物资的储备没有规定和先
例，新冠肺炎疫情对医疗物资需求极大，这也是
我们第一次应战。”

不过两天，2020 年 1 月 22 日，河北确诊首例
新冠肺炎疫情病例。

“疫情来了，可我们手头应对疫情的相关医
疗物资储备却没有。不少医疗机构医用防护服、
医用防护口罩库存很快就告急，除了医护人员，
交通、公安、高铁站、机场等部门的基层一线工作
人员也都需要防护物资……当时形势非常紧张，
压力特别大。”谷米回忆。

“当时全国各地医疗防护物资都很紧缺，有
的医院和单位带着现金去工厂外等都买不到产
品。我们一边号召捐赠，一边加紧采购。工信厅
从上到下，发动朋友、同学等一切资源，千方百计
筹集紧缺物资。”谷米介绍，期间，全省累计外采
和接受捐赠防护服几十万套、口罩数百万只。

这些来自不同渠道的医疗物资，迅速调拨给
各级医疗机构和一线的工作人员，为当时的疫情
防控提供了非常必要的防护保障。

然而，在疫情形势仍不确定的情况下，医疗
物资还需要一定的储备。

省工业与信息化厅开始探索医疗物资实物
储备，并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省级重点物资储备
库——在满足国家调拨的前提下，对医用防护
服、医用防护口罩等11种物资和药品集中收储和
动态管理。

2020年3月1日省级储备计划物资全部达到
储备目标，省级物资储备和省内医疗机构库存实
现动态“双达标”。

“在储备和供应上，物资保障组建立了医疗
机构实物储备、市县政府实物储备、生产企业实
物和产能储备、市场机制保障四层物资保障线。”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宋向党介绍，同时，他
们建立了医疗物资生产保供内部机制，设立应急

预案，按照保供品种和数量、任务紧急程度，设立
4小时到位（即完成装车，具备发运条件）、12小时
到位两个级别，接到紧急保供任务后触发应急保
供机制，全力组织生产和流通企业货源、安排调
配物资，落实应急保供任务。

“疫情一直在变化，物资储备组也根据这种
变化不断调整重点物资储备的产品和结构。”谷
米介绍，2020年，储备组对紧缺的医用防护服、医
用防护口罩等防护用品，加大协调、采购、收储力
度；对着物资供应的逐渐恢复，对依靠市场产能
可满足保障需求的酒精、84消毒液等消杀用品不
再储备，原有库存尽快流转、投放市场。

而这个过程中，老百姓最直接的感受就是，
买防疫物资不再困难，更无需囤货。

开绿色通道，保产！

2020 年 2 月 1 日，际华 3502 公司车间首批
300套防护服下线。

这家公司从 1 月 24 日接到转产指令到第一
批防护服下线，仅用了7天时间。

医疗产品审批程序严格，流程较多，时间较
长，为什么这家企业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通关”？

“当时，全省只有廊坊一家企业具有医用防
护服生产资质，且处于停产状态。虽然物资储
备组一直在采购和收储各类医疗物资，但疫情
来势汹汹，防护物资消耗巨大，不光河北省短
缺，全国都短缺，必须从生产源头上改变这种局
面。”谷米说。

2020年初的防疫医疗物资紧缺，很多市民可
能还有印象。那时购买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酒
精要到药房预约，防护服更是紧俏货。在防疫一
线，机场、高速口、医疗场所，本应4小时更换的防
护服，因为库存不充足，工作人员要穿一整天。

2020年的除夕夜开始，工信厅组织力量分别
奔赴石家庄、廊坊、定州、邢台、沧州等近百家企
业调研督导，组织企业开展防疫物资转产投产，
际华3502是其中之一。

按照“战时”要求，物资保障组协
调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单位启动应急
审批程序，采取“边生产、边检测、边办
资质”的超常规举措，将以往 3个多月
的审批流程压缩到最快7天，帮助7家

防护服生产企业获批临时生产许可。
其中，际华 3502 更是在 15 天内改建了一座

10万级洁净车间，成为国内日产量最大的医用防
护服生产企业，其生产的防护服支援湖北70余万
套，全国单企第一。

短短几个月时间，河北的防护服生产能力从
零增加到高峰时的 6.9 万套，占全国日产量的
20%以上。2020—2021年，省内企业累计生产医
用防护服278.8万套。

医疗物资的生产涉及各种原料和设备，当时
各地交通管制，物资运送不便，部分原材料价格
也迅猛上涨，防疫物资原料生产和成品加工企业
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亟待解决。

省工信厅建立了驻企特派员制度，选派26名
处级干部深入重点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开展“一对
一”帮扶，“我们建立了跨省协调机制，协调复合
无纺布、熔喷布及其他关键原材料，从天津协调
熔喷布，从山东协调防护服面料，从广东调运防
护服压条机。”谷米介绍，那段时间，厅里的物资
生产小组协助以岭、宝塔、康怡等省内近百家企
业复工生产紧缺医疗物资，协调解决原料供应、
交通运输等8大类超千个问题。

保产，保产！
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持续向医疗物资企业

倾斜——
推荐55家企业纳入工信部重点保障生产企业

名单，9家驻冀银行对其发放贷款60.65亿元，加权
平均利率2.51%，比上年同期低1.43个基点。

出台了20多个政策文件，对重点物资生产企
业在限期内购买生产设备、检测仪器、厂房洁净
改造设备等给予25%-40%的补贴。

发布6批860家省疫情防控物资重点生产企
业名单，明确在财税、环保、融资、资质办理等方
面给予优惠支持。

省生态环境厅将648家企业纳入环境监管白
名单。

……

“2020 年 5 月份，全省的防疫物资已经有了
足够的储备量，不但能满足省内需求，还大量支
援全国其他省份。”毛红领说。

截至目前，我省涉及医用防护服、医用口罩、
医用隔离眼罩、丁腈手套、检测试剂、肺炎采样
管、红外测温设备、消杀用品、药用玻璃、无纺布
等重点防疫物资及关键原材料生产企业已发展
到526家。

科学调配，保援！

从2020年1月份投入物资保障组的工作，一
直到5月全国疫情逐渐平稳，省工信厅全员节奏
从白加黑到5+2，24小时不间断地协调、采购、收
储、调拨各类物资。疫情初期，物资保障组不但
要保障全省，还要按照国家统一安排，保障支援
全国，他们经常后半夜调集物资送上火车支援。

在医疗物资极度短缺的情况下，这是如何实
现的呢？

靠的是精准的动态物资管控措施。
物资保障组从成立之初，就动态监测全省 3

大类11种重点医疗物资储备、生产、采购、需求情
况，建立了省级企业库存储备和生产能力储备制
度、重点流通企业统计和采购制度。

物资储备小组当时的任务之一，是每周两次
到各储备仓库去清点物资。“医药储备这项工作
是2009年省政府机构改革后划到工信厅的，此前
没有相关的经验。这么多物资，需要和报表上的
数字一一核对，比如口罩多少箱，都是什么分类，
有效期是哪天。这些物资都是由省级财政负担
的，省工信厅作为牵头单位，有责任做到既要让
储备充足，又不能造成资金浪费。”谷米回忆。

宋向党介绍，随着医疗物资生产能力的逐步
提升，在生产和统计上，他们逐步建立了“省市县
企”四级联动机制，通过四级联络员，全面掌握企
业产能、产量、库存情况。“我们直接包联27家重
点骨干企业，实行日统计、周调度、‘一企一策’包
联服务，协调落实员工、原料、运输等事项，指导落
实生产、库存等任务。为确保紧急关头有物可用，
我们还建立了省级储备定期盘库制度，省市县三
级工信部门发挥联络员作用，定期盘点实物，推动
账实相符、定期轮换、效期充裕、随时可用。”

在当时全国医疗物资短缺的情况下，正是靠
这种精细、动态管理，河北累计向武汉、北京等
地区调拨防护服 99 万套（占当时全省总产量的
2/3）、医用口罩 410.1万只、隔离面罩 68万套，其
中防护服和隔离面罩高峰时调拨比例分别达我
省日产量的70%、100%。

全省药品生产企业甚至停掉其他产品生产，
全力保障湖北应急药品生产任务。其中石药集
团、以岭药业、神威集团等药企供应盐酸阿比多
尔片55.2万盒、连花清瘟胶囊3.6亿粒和冲剂826
万袋、藿香正气等胶囊439.2万粒、感冒清热等颗
粒70.5万袋。

除此以外，河北还组建对口支援神农架林区
新冠肺炎防治工作前方指挥部和支援队，分7批
支援价值1100余万元的医疗防疫物资，社会各界
累计捐赠了近1300万元的物资和款项，助力神农
架林区在湖北省率先实现“清零”目标。在确保
重点防疫物资供需平衡的基础上，支援西藏阿
里、新疆巴州140万元医用物资。

“在那个时刻，你会强烈感受到，全国一盘棋
具体是怎么个一盘棋。”谷米感慨。

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2020年1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部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有力有效遏制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随即，河北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成立，调度全省医疗卫生、交通、工信等多部门抗击疫情。
无数医护人员冲到了救治一线，也有很多我们不知道名字的保障人员在后方做好生产供应和防疫措施。
我们采访了河北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物资保障组（以下简称物资保障组），通过了解他们当年的工作，来回顾

这场阻击战。
短短几个月内，物资保障组围绕“进、备、出”三个方面，从医疗物资零储备，到供应省内、支援外省，为全省、全国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经过了怎样的艰难？如今全省的医疗物资生产储备又是什么情况？

▲2021年，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检验中心的医
务工作者在对收集的样本进行检测。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2021年，石家庄市急救中心指挥调度中心的工

作人员在快速处理每一条呼救信息。
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 赵杰摄

20212021年年，，石家庄市裕华高速口石家庄市裕华高速口，，执勤民警在逐一排查进入市区车辆执勤民警在逐一排查进入市区车辆。。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赵赵 杰摄杰摄

▲2020年初，河北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物资保障组深夜在工作。 谷米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