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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苦再累都要咬紧牙关，每多生产
一个、多采购一个、多转运一个，就多一
个人得到保护。”多位物资保障相关人
士称。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前，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湖北各地蔓
延扩散，突如其来的疫情令人猝不及防，
各大医院普遍面临医药防护物资不足的
难题。连日来，广大生产、运输企业和社
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千方百计保生产、
保运输、保供给，为湖北疫情防控攻坚战
提供基础保障。

“我们能做的就是全力工

作，生产更多的‘弹药’”

这几天，湖北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车间里一片紧张忙碌，工人们加班加
点赶制口罩。口罩系列产品生产线 180 多
名员工及管理人员 21 日就返岗生产，并
将原来的一班或两班调整到三班进行。
日产量达 13 万只，实现产能最大化。

26 日 19 时 20 分，结束一天工作的
总经理彭习云刚刚回到位于宜昌枝江市
的家。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冷锅冷灶，没
有一点烟火气。受疫情影响，家人都被
阻隔在几十公里外的宜昌市，劳累一天、
疲惫不堪的彭习云只能自己烧火做饭。

彭习云主管的工厂主要生产医用口
罩产品，这正是这场疫情的稀缺物资之
一。“苦点累点没什么，只要能为疫情防
控尽一份力，都是值得的。”彭习云说。

疫情就是命令！在“中国非织造布
产业名城”湖北省仙桃市，23 日，13 家
无纺布生产及加工企业就率先复产，以
最快速度生产口罩、手套、防护服等。截
至 26 日，仙桃已有 35 家企业复产，日生
产口罩 270 万片，医用防护服 2 万件。

在广东、湖南、安徽、四川等地，许多
防护、药品、消杀、器械等应急物品生产
企业纷纷开工复产。“通过这段时间的努
力，复工复产面达到了 40%。”工业和信
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 26 日上午表示，全
国工信系统总动员，下一步将通过动用
中央储备、提高产能、出口转内销等措
施，把产能迅速提高，保证武汉对防控所
需物资的需求。

社会各界千方百计筹措

紧缺物资

连日来，国家部委、其他省市以及社
会各界迅速行动，向湖北输送了大量紧
缺物资。湖北省省长王晓东 26 日晚说，
国家部委和不少省市支持医用防护服

4 . 5 万套、口罩 300 万只、消毒液 4 万
箱；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 1 万套防护服
和消毒用品等物资已到，将分发武汉市
医疗机构。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随着湖北地

区疫情持续蔓延扩散，社会各界纷纷踊
跃捐款、筹措物资。腾讯公益平台捐赠
善款已超 1 . 33 亿元，善款将用于驰援
武汉及湖北各市的物资和相关救助；阿
里巴巴在全球组织采购医用防护品应援

武汉；大量国企以及武汉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等高校校友会也纷纷捐款捐物。

26 日，由卓尔控股委托的两架东
航、国航包机，从马尼拉和金边相继飞
抵武汉，运回卓尔集团利用跨境供应链

资源采购的 21 万件隔离服、320 万个
医用口罩（含 27 万个 N95 口罩）。这是
武汉首次抢通从国际上采购紧缺医疗
物资的通道。

据湖北省工商联和湖北省楚商联合

会统计，截至 26 日 17 时，楚商及部分
省外企业共计捐赠超过 2 . 73 亿元，
以及价值 7260 . 5 万元的医疗物资。

铁水公空齐发加快物

资转运调配

23 日 10 时开始，武汉的机场、火
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但武汉火车
站客运车间职工柴权却并没有轻松多
少，他和车站 35 名同事放弃了休假，
组成“头雁”突击队，负责医疗物资的
转运工作。

“车站进站通道关闭了，相关物资
运输有绿色应急通道，这几天来的物资
和医护人员特别多，经常要忙到凌晨。”
柴权说。25 日、26 日两天，武汉站共
为 25 趟车 800 余名相关专家、医护人
员，3000余箱医疗物资出站提供保障。

在武汉天河机场，一架架货机从
全国和全世界各地飞来，以最快的速
度运来一批批防护物资。27 日上午，
天河机场保障进港救援物资百余吨，
其中 3 架顺丰全货机运载了大量一次
性医用帽子、医用防护衣、医用口罩等
急需物资，计 83 . 595 吨。

此前的 24 日至 26 日，来自北京、
上海、广州、西安、成都、重庆、济南、天
津、沈阳、长春、太原和马尼拉、金边的
各类医护支援航班 19 班次，运送医疗
及相关保障人员近 2000 人、医疗防疫
物资 100 余吨抵汉。

记者从湖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
到，24 日起，他们对三类车辆将实行
高速公路放行政策：一是运送医疗救
援物资（免通行费）；二是运送群众生
活物资；三是运送保障城市运行的水、
电、气等相关物资。同时与公安交管
部门联合开辟“绿色通道”，确保运送
防控物资的车辆畅通无阻。

水上，25 日 10 时起，长江海事局
启动突发事件Ⅰ级应急响应，要求长
江干线各辖段、特别是武汉辖段海事
部门开辟“水上绿色通道”，重点保障
防疫所需的电煤、食品、医疗急救器材
等重要物资运输，采取优先安排计划、
优先进出港、优先靠离、优先装卸措
施，保障船舶安全航行。

武汉海事局负责人介绍，23 日至
今，已优先安排电煤作业 10 万余吨、
成品油作业约 9 万吨、集装箱作业约
1 . 2 万标箱、铁矿钢材作业约 22 万吨，
维护 8 艘重点物质运输船舶安全通过
重点水域。（记者王贤、李思远、乐文
婉、李劲峰）新华社武汉 1 月 27 日电

“要给前线送去更多弹药，助力打赢疫情阻击战”
各界千方百计筹措转运紧缺物资保障湖北防疫需要

本报记者李坤晟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记者相信，人民群众中一定有
32 岁的刘德。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刘德的春节计
划。腊月廿四，公司放假。刘德原本会在腊
月廿七，带着爱人孩子从浙江德清出发，自
驾穿越大半个中国回云南昭通老家。

在动身的前一天，他接到公司领导
要他留下来的电话。

“这台机器只有他会操作。公司离不
了他。”大年初三，在一台正在运转的口
罩制片机旁，公司总经理助理陈悦林赞
赏地拍了拍刘德的肩膀对记者说。

刘德所在的伊鲁博生物科技是一家医
用一次性口罩生产企业。近一周时间，这家
企业已生产 30 万只医用一次性口罩。

记者穿过三道关卡，换鞋穿衣戴头
套，经过多次消毒才见到正在车间工作的
刘德。他和 12 名同事正在生产线上忙碌。

为缓解市场上口
罩短缺状况，伊鲁博公
司响应政府号召，正加
班加点生产。“初一下
午开始，工厂进入 24
小时三班倒状态。”公
司负责人莫培影说。

伊鲁博企业规模

不大，总共六七十号人。年初三差不多一
半的工人已经复工。但毕竟是春节，工人
比平时少，工作量比平时还多。如何调配
人员，让总助陈悦林有些头疼。

地方政府很暖心，主动问企业需不
需要志愿者帮助。但专业性较强的岗
位，还是得靠刘德这样的技术骨干。

眼前的这台半自动口罩制片机，进
去的是无纺布，出来的是口罩。正品还是
废品，看的是无纺布的张力。这需要熟练
工人调试。目前伊鲁博在岗的工人中，只
有刘德能把握火候。

“初一下午一点工作到初二零点。结
果初二早上那台自动制片机出了问题。”

陈悦林指了指车间另一侧的机器，“他凌
晨 5 点过来，花了两个小时调试好参数，
最后工作到了晚上 10 点。”

“这是我的工作，也为社会尽自己的
微薄之力。”刘德说。

与刘德直接在工厂过年不同，8 公
里之外的浙江隆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车间经理袁新国大年初二作别家人，乘
3 个小时高铁从江西南昌回到德清。

记者见到这名 45 岁的南昌汉子
时，他和同事正在操作一台生产碘伏
棉棒的机器。这台机器一天能生产 25
万根碘伏棉棒。

“明天（初四）还有六七个同事从外
省回来。大家响应公司号召，‘国家有难，

匹夫有责’嘛！”袁新国说。
袁新国的老板吴康平则在大年初

一那天刚刚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公司将重启医疗防护服的生产线。

2016 年之前，隆泰医疗曾生产医
疗防护服出口国外，但后来公司业务转
型。如今疫情蔓延，医疗防护服短缺，吴
康平决心响应政府号召“重操旧业”。

“大年初一组织人员和原材料，昨
天（初二）绝大部分原材料到位。明天
能生产出第一套防护服，送到省里评
估。评估通过，就可以进入量产。”公司
采购部经理杨建良介绍。

虽然有辅料不足、缝纫工紧缺、
物流不畅等种种挑战，但吴康平对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胜利充满信心。因为
他知道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德清经信部门派了两名工作人
员驻厂，帮忙协调原材料等各种事
务，今天湖州银行给我电话问我资金
上需不需要帮助。”吴康平对记者说。

让这名来自温州的企业家感慨
的是，大年初一下午 4 点，过去没有
任何合作的台州临海企业伟星集团，
听闻隆泰医疗需要 12000 套防护服
拉链，当即召回 20 余名工人，连夜加
工出 14000 多条拉链。大年初二上
午，伟星集团派车将拉链送到德清，
货款一分钱都没有收。

图 1：1 月 27 日，工作人员在位于重庆市南岸区的重庆
佰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口罩生产车间内作业。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图 2：1 月 27 日，江苏省南通市一家医用材料有限

公司工人在生产车间加工口罩。新华社发（许丛军摄）
图 3：1 月 27 日，工人在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一家

口罩生产企业车间工作。 新华社发（董军摄）
图 4：1 月 27 日，在山东山能新华医疗科技园 C 区

洁净技术厂车间空气消毒器生产线上，职工进行空气净

化消毒器的安装。 新华社记者范长国摄
图 5：1 月 27 日，员工加紧生产消毒液。近日，山

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开足马
力，加紧生产消毒液产品。 新华社发（薛俊摄）

图 6：1 月 27 日，武汉邮区中心局邮件处理中心
的职工在运送物资，准备向目的地址分发。从 1 月 21
日开始，全天候处理了 27 个批次、6100 余箱进鄂医疗
药品物资。 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图 7：近日，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居民生活必需品

的供应，陕西省西安市加大市场供应力度。
新华社记者刘潇摄

图 8：自 1 月 25 日起，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
公司将连续 8 天利用旅客列车行李车为武汉运送急需
的医药及生活物资。 新华社发（李维摄）

图 9：1 月 27 日，在天津金匙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科
研人员递送成品检测试剂盒。1 月 26 日，天津首批针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2019-nCoV 病毒检测试剂
盒”共计 1 万人份已发往武汉。新华社记者马平摄

本报记者黄国清

1 月 26 日（正月初二）晚上 10 点 32
分，一辆冀 J 牌照的货车从河北省沧州
出发。在河南省郑州市，得到货车出发
消息的黄久生长吁一口气，放下手机。
他已经超过 24 小时没有合眼，其间独自
一人开车近 400 公里，电话打到手机发
烫，微信更是记不得发了多少条。

这辆货车装载着 2000 个医用护目
镜，预计第二天中午会到达目的地——
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

时间倒回到正月初一，春节回乡在
家只待了一天的黄久生，看着手机上
一条条的疫情防护信息，再也坐不住
了。夜晚，他的目光再次停留在“信阳
防护物资‘告急 ’，急需社会爱心捐
赠！”时，下定决心连夜回郑州。“疫情
来得这么急，家乡医疗物资告急，我得
赶紧回郑州筹集一些 ！”为怕家人阻
拦，已经 56 岁的黄久生悄悄拿起车钥
匙，独自一人从潢川县双柳树镇出发，
开车连夜赶赴郑州，困得实在不行，到
周口西华服务区在车上休息了二十多
分钟。路上，孩子给他打电话，黄久生
说自己到周口工地处理个事儿，说已
经到了，不用担心。

黄久生是干建筑的，问哪里有建筑
材料、有工程队，没问题，关系一抓一大

把。可是，买医疗物资就把他难住了。
药店里买不到，网上也找不到货源，有再
多钱也买不到。

咋办？
朋友圈广泛撒网，四处动员，一个一

个电话问，一条一条微信发，发动朋友的
朋友找。

还好，消息一个一个传来。
河南省长垣县的一位医疗器械经销

商有 3000 多只口罩，但不准备对外卖，
以备职工以及家属使用。久生拨通辗转
得到的负责人电话：“这是我准备捐赠给
老家的，信阳潢川临近武汉，新型肺炎防
控压力巨大，请您千万支持！”虽是朋友
的朋友联系上的陌生人，但拳拳赤子心
打动了对方，决定卖给久生 3500 只。在
装运过程中，对方知道了黄久生是义务
赡养家乡 700 多位孤寡老人的全国道德
模范，感动之余，把最后库存的 350 只也
全部装运。

随后，黄久生又从长垣购买到手消
毒凝胶 960 瓶、从北京购买电子体温计
100 支。目前，已经全部在运往家乡的
途中，很快就会抵达目的地。与此同时，
黄久生捐赠给武汉红十字会的 30000 双
灭菌手套也已从江苏扬州购买到，在运
送途中。

医用护目镜也有好消息传来，河北
沧州有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可以购买。可

是走物流途径一是距离远时间长，二是
市场需求紧急，提货的车在厂门口排长
队等候，对方不愿意发物流，要求黄久生
派车到厂里提货，这一来一回又是时间，
而且等车到了有货没货还是两说。

咋办？
“防控工作到了最关键的时期，对于

一线的医疗工作者来讲，时间就是生命，
我们要与时间赛跑。早一秒到，就能早
一秒发挥作用，帮助更多的人！”黄久
生说。

他请朋友帮忙，从沧州当地高价包
车，连夜赶赴信阳，再安排车辆运送回
潢川。

得知护目镜已经确定在路上，身边
工作人员问，到了要不要留几个给家里
人用。久生一下子就生气了：“知不知道
保护一个医务人员就能救一大片的人？
不留，一个都不准留！”

黄久生一夜无眠，一车装载着生命
希望的护目镜正在路上，和时间赛跑，
路上有无突发情况
还未知，他每隔两个
小时都和司机通个
话。他说 ，最想听到
司机的话是“没事 ，
正 常 行 驶 ，一 路 畅
通！”

（参与采写：蔡丽）

放弃休假，支援“前线”驰援疫区，义无反顾

新华社北京 1 月 27 日电（记者孔祥
鑫、侠克、彭子洋）农历大年初三，北京首
都国际机场，由来自 12 家北京市属医疗
机构的 136 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整
装待发驰援武汉，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

“武汉加油！我们来了！”北京清华长
庚医院的 11 名医护人员身着统一的红
色外衣，动情地高喊口号。他们在出征现
场刚刚开完临行前最后一次动员会。

“医院接到驰援任务后迅速发出通
知，不到一天时间队伍就集结完毕。医院
从相关性比较高的科室选择了 11 个人
作为最终的出征队员，并成立了临时党
支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党委书记周月
红说，“医护人员就像战士一样，都是坚
定的‘逆行者’，相信我们一定会打赢这
场战役！”

“疫情就是命令！26 日上午接到通
知，当天下午就组队完毕。全院符合条件

的医护人员几乎全部报名。”北京天坛医
院医务处副处长王晓岩介绍，医院最终
确定了 12 名医护人员，他们分别来自急
诊、重症医学、呼吸、感染、院感等专业。

12 家北京市属医疗机构的医疗队
员们陆续抵达位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
集结地。即将出征的医护人员与送行的
亲朋好友互道珍重，与一同出发的战友
们互相打气。

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监护室主任
贾明说：“17 年前，我瞒着年近七旬的父
母，吻别不满三岁的儿子，踏上抗击非典

的战场；17 年后，我再次瞒着年过八旬
的父母，带着亲人的惦念奔赴湖北。这是
职责所在，我们会一起安全返回！”

北京积水潭医院呼吸科医生李天水
说：“尽管前方有很多未知的风险，但医
院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防护。医护人员
齐心协力，居民百姓密切配合，我们有能
力也有信心尽快战胜这场疫情。”

在出征现场，带着职责和使命奔赴
湖北武汉的医疗队员们同样需要一些仪
式感为自己鼓劲加油。来自北京胸科医
院的医生史亮与同事们一起展开了写有

“胸科骄傲，早日凯旋”的横幅。“我们有
信心完成任务！”史亮说。

“我们派出了一支由 3 名医生和 7
名护士组成的团队。”北京胸科医院副院
长李亮说，“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是我们医
院的一个专长。正如我们横幅上打出的
八个字，我们相信医护人员会用专业所
长助前方一臂之力。”

为人父母，孩子是最大的牵挂。北京
清华长庚医院的护理领队刘淑珍为了此
次出征特意把 4 岁的孩子送回了老家。
“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很想

去。”刘淑珍说，“父母帮着照看孩子，丈
夫鼎力支持，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勇敢的前行，离不开家庭的支持。临
行前，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代理护士长阮
征和丈夫紧紧相拥。“我的爱人是一名警
察，我们相识有 20 年了，铁面无私是他
给我最深的感受。20 年来我从没见他流
过眼泪，这是第一次。他很支持我，给了
我很大的勇气。”

李艳是宣武医院呼吸科的一名医生，
担任此次宣武医院援武汉医疗队的队长。
她的丈夫杨先生说：“说不担心是假的，但

是作为医务人员，这是她的职责所在。
我和家人会全力支持她，等她归来。”

“有家人在背后的支持让我们更
加有信心，也让我们能更加专注地投
入支援武汉抗击疫情的工作中。”北京
同仁医院呼吸内科护士长曾宪红说。

“这支 136 人的医疗队全部来自
北京市属的三甲医院。”北京市医院管
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潘苏彦说，“在
国家需要，人民需要的时刻，他们选择
挺身而出，带着首都人民的重托，奔赴
一线投入疫情防控工作。”

医疗队即将安检登机的时候，人群
中突然传来了生日的祝福。今天是宣武
医院急诊科医生王长亮 35 岁的生日，
大家纷纷问他今年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还没来得及许愿，就许一个希望大家
‘早日凯旋’的愿望吧。”王长亮说。

王医生，生日快乐！医疗队员们，
早日凯旋！

“许一个‘早日凯旋’的生日愿望”
北京市属医院驰援武汉医疗队出征侧记

阻击疫情 匹夫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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