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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股份有限公司
内灯火通明，员工们依然干劲十足、斗志昂扬。
记者依次告别拆装线、焊装线、涂装线、总装线，
每一条线上人们都挥起拳头，高喊“武汉加油”，
让人泪目。

与病魔较量，拼的是速度，争的是时间。从
正月初一开始，他们连续加班加点、奋战多日，
向全国疫情防控一线源源不断输送着宝贵的负
压监护型救护车：向武汉发送 20 辆，向黄冈发
送两辆，向山东发送 7 辆，向河南发送 3 辆……

12 天，288 个小时，17280 分钟，这里每一
分每一秒都在为生命加油，开足马力、火速下线
53 辆救护车，彰显了无与伦比的“中国速度”；
多部门齐心协力“破障清路”，不断汇聚共克时
艰的“中国力量”；省内外数百家企业配套协作、
全力战疫，“中国制造”坚实打底。

“中国速度”——

像“下饺子”一样，一天下线 10 辆

1 月 23 日是大年二十九，接到生产任务
后，江铃发出了“大战当前，我们要做战士”的动
员令，紧急启动准备工作，开年即开工！

疫情就是军情，生产线也是战线——
正月初一起，生产车间里夜夜机器轰鸣，员

工们坚守在岗位、奋战在一线。2 月 1 日，首批
两辆负压救护车下线完成全面检测，火速驰援
武汉，成为最早驶抵武汉的支援救护车。

2 月 3 日 9时 58 分，第二批 18 辆负压救
护车从南昌发车，无缝对接“火雷速度”。当天晚
上，这批救护车便紧急投入到武汉火神山医院
的转院战斗中。

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罗旻介绍说，截至 2 月 5 日，江铃共生产
了 53 辆救护车交付疫情防控一线，476 辆底
盘车生产也已完成下线，圆满完成了国家下
达的生产任务。

交付周期压缩，产品质量不能压缩。江铃
改装车公司销售经理崔敏说：“只能靠延长每
天的工作时间来缩短工期，加班加点是常
态。”春节期间，一线员工坚持早上 8 点工作
到晚上十点，不少人更是吃在厂里、住在
厂里。

与病魔竞速，就是为生命加油——
李玉华是南昌进贤人，家离厂区并不算

远，但从大年初一开始便没回去过，更谈不上
与家人团圆。尽管如此，他却说：“当我看到自
己参与生产的救护车能在一线派上用场，心
里满满的是自豪，再辛苦也值得！”

疫情面前，江铃集团所属 15 家救护车上
下游企业的 3500 多名干部职工已全面复工
复产。“每天赶制 10 台救护车，像‘下饺子’一
样生产，力争尽快交付一线。”罗旻说。

不只是救护车，从全省来看，防护口罩、
防护服、医用手套、救护设备、消杀用品等各
类应急物资生产企业正在加快复工复产。江
西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截至 2 月 3
日，全省医用外科口罩生产企业产能恢复率
达 99 . 2%，日用防护口罩生产企业产能恢复
率达 74 . 9%。

“中国力量”——

省内外两百多家企业环环相扣

腊月二十九，正准备从南昌回到湖北黄
冈老家过年的王亮在九江调转了车头，接到

公司大年初一紧急复产的通知后，还没来得
及犹豫，便义无反顾返回工作岗位。

“若有战，召必回”，抗击疫情，最大的力
量是同心合力——

“一部负压监护型救护车下线，要经过拆
装、焊装、涂装、总装四大环节，涉及的零部件
企业两百多家，环环相扣，哪个环节都不能掉
链子。”崔敏举例说，扬州一家企业供应的冲
压件是第一道程序必备的零件，少了它生产
就要停摆。为此，省工信部门紧急发函，协调
复工生产和物资运输。

崔敏颇为感慨地说，没想到扬州企业初
四复工，当晚装货发车，一路畅通无阻，初五
就到货了。正是因为方方面面通力协作，企业
才能顺利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

“从 2 月 1 日至今，仅发出的工作联系函
就有 20 多份，协调外省企业近 40 家，省内企
业 18 家。”江西省工信厅装备工业处干部曲
波说，为了确保救护车能够及时生产交付，他
和同事们始终和企业保持密切联系，一个问
题接一个“破障清路”。

人心齐，泰山移。针对 N95 口罩、医用防
护服、负压救护车、消杀产品等 14 家重点产
品生产企业，江西省工信厅、发改委、市场监
管局、人民银行南昌中支等密切沟通、精诚配
合，或派驻厂代表，或出台优惠政策，一套疫
情防控的“组合拳”正在发力。

“中国制造”——

只要劲头上来了，很多东西都能解决

走进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股份有限公司
厂区，等待总装交付的救护车整齐排列，颇为
壮观。在众多救护车中，一款被业内称为“移

动的 N95 口罩”的负压监护型救护车，在这
次新冠肺炎阻击战中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所谓负压，就是通过公司自主研发的负
压排风净化装置，使车内气压低于车外，空气
只能由车外流向车内。借助新风系统让新鲜
空气进来，同时借助过滤设备对车内空气进
行无害化处理，最大限度减少医护人员与病
人交叉感染。”江铃集团改装车公司医用车产
品技术总监王亮介绍。

从 40 多辆负压监护型救护车火速开赴
一线，到 400 多辆底盘车迅速下线，背后是近
年来从全省到全国工业制造体系的不断完
善，生产链条的不断壮大。

“负压救护车是专用装备，生产链条长，
涉及的零部件及材料供应商就有两百多家。”
王亮深有感触地说，犹记 2003 年抗击非典疫
情前，全国每年新增救护车总量只有几百台，
如今这个数字已经翻了数十倍。

从 2005 年开始立项到 2010 年率先获国
家专利，在抗击甲型 H1N1 流感等实战中不
断更新换代，江铃福特全顺负压救护车扭转
了国内负压救护车靠进口的被动局面，以全
顺轻客为底盘改装成的救护车占国内市场份
额达 60%。

“江铃制造”是中国制造成长进步的生动
写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田玉龙在 2
月 3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到 2 月 1
日，核酸检测试剂日产量已经达到了 77 . 3
万人份，相当于疑似患病者的 40 倍。全国口
罩总体产能是每天 2000 多万只，为全球最
大，产能在加紧恢复。

当前，疫情防控正是最吃劲的时候，任务
依旧艰巨。但正如钟南山院士所言，“一个劲
头上来了，很多东西都能解决”。

“移动的 N95”是怎么炼成的？
探访国内最大救护车生产企业江铃集团

新华社哈尔滨 2 月 9 日电（杨喆、唐铁
富）政府部门“极速”立项审批，生产企业“极
速”请缨准备，铁路部门“极速”保障落地……
为守护生命，各方与时间赛跑，短短一周多时
间里，一条医用防护物资生产线在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落地投产。

2 月 9 日，在哈药集团制药总厂的一个
车间里，数名工作人员在一条新的医用防护
口罩生产线前调试设备。隔着玻璃窗，工作人
员拿起一个试生产的口罩展示给记者，并竖
起了大拇指。旁边的车间里，工人们正操作缝
纫机，紧张生产着医用防护服。

“从项目立项到正式投产，只用了一周
多的时间，这是社会各方通力合作的结果。”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厂长助理白铁忠说。

白铁忠介绍，哈药集团制药总厂是一家药
品生产企业，过去从未有过生产医用防护品的
经验，但有着能够达到生产要求的专业生产
车间。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这家企业主动请缨，承担起防护物资的生产
任务。

疫情面前，时间就是生命。1 月 31 日，
黑龙江省工信、药监等部门成立防护物资产
能建设攻关小组，并向哈药集团派驻指导监

管人员，哈药集团也迅速成立专项攻关小
组，组建了 11 人的管理团队和 18 人的技术
团队。

一天时间里，厂房里原本生产保健品的
车间，生产线全部撤掉，改造完毕。“生产线撤
掉基本就恢复不了了，损失肯定有，但我们已
经不去计算了，就想着怎么能尽快生产出产
品，支援一线。”白铁忠说。

厂房有了，但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人员、技术、原材料、生产资质和许可，一个个
难点需要同步攻克。

“平常情况下，生产资质认定注册、拿到
生产许可大概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这次特事
特办，各项工作同步进行，仅用了 5 天左右
的时间。”黑龙江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医疗
器械产品注册审批员朱飞说。

人员不足，企业数十名员工主动报名，
申请到生产一线，黑龙江省人社部门组织
招聘 60 多名有经验的工人；没有技术经
验，黑龙江省药监局派出技术人员驻厂指
导；原材料不足，各方协调从全国各地采
购……

2 月 7 日 18时，由海口开往哈尔滨西的
Z113 次旅客列车停靠在哈尔滨西站，这趟列

车上还有不寻常的“旅客”——一条医用防护
口罩生产线。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了医用防护口罩生产线设备的运输任务。为
争分夺秒，铁路部门连夜制订方案，最终决
定通过客运列车行李车厢进行运输。

“如果采用铁路货运的方式，从广州到
哈尔滨要 5 天时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
团有限公司客运部主任尤君平说，“最终
3500 多公里的距离，仅用了 34 个小时就运
到了。”

至 2 月 9 日，哈药集团制药总厂已生产
医用外科口罩 1 . 2 万余只，全部达产后，每
日可生产医用防护服 600 套左右，医用防护
口罩 3 万只左右。

49 岁的哈药集团制药总厂员工张天娇
参加工作近 30 年了，近日她连续奋战在生产
一线，每天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即便右手手
指受伤，也轻伤不下火线。

“我是一名党员，参加这项任务，内心充
满光荣感和使命感。”张天娇说，“我期待我们
生产的防护物资能够尽快支援到一线，我相
信大家团结一心，一定能够打赢这场防疫阻
击战！”

黑龙江：防护物资生产线“极速”落地

▲在广西南宁国际铁路港，工作人员搬运驰援湖北的物资（2 月 4 日摄）。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西加强防疫宣传和防控力度、加大防疫物资生产并多方筹措物资支援湖北，多措并举抗击疫情。

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多措并举抗击疫情

新华社重庆２月８日
电（记者王金涛、赵宇飞）
大米等生活必需品的销量
从暴涨到平稳，水果、蔬菜
等改善型消费回升，礼品
消费大幅度下降……记者
最近在重庆市云阳县、万
州区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较重的地区采
访时发现，这里的居民生
活消费已回归理性。

2 月 7 日上午，在重
庆百货云阳超市，戴着口
罩的居民们依次测量体
温，排队进入超市，购物秩
序正常。

“疫情刚发生时，大米
成了销售最火爆的商品。”
云阳超市总经理田亚丽
说，仅 1 月 26 日大年初二
当天，这家超市就卖出散
装大米 4100 多公斤、袋装
大米 1100 多袋，销量至少
比平时翻了一倍。

云阳县商务委员会的
主要超市销售账单显示，
从 1 月 25 日大年初一开
始，大米、面条、食用油等
商品销量暴涨。以大米为
例，1 月 24 日全县主要超
市大米的总销量仅为４
吨，而 1 月 25 日至 27 日
分别是 7 0 吨、7 8 吨和
63 吨。

“我也在大年初一购
买了三袋大米。”正在超市
购物的云阳县居民张荣华
告诉记者，疫情发生后，大
家担心物资供应跟不上。

据云阳县商务委副主
任王毅介绍，1 月 28 日
起，云阳县大米、面条、食
用油等商品的销量开始下
降，1 月 30 日回落至疫情
发生前的水平，至今保持
稳定。

在万州区永辉超市
万达广场店的账单上，１
月２４日大米和面条的销
量各为０.４５吨和１.０６
吨，１月２５日分别增至
４.３２吨和５．２０吨，１月
３０日又回落到２４日的
水平。

“这并不难理解。”万州区居民王明达一
边挑选商品一边说，“刚开始不少人担心买不
到商品，但后来发现超市营业正常，而且商品
供应充足，就打消了囤货的念头。”

重庆市商务委副主任彭和良说，疫情发
生后，重庆建立了市级相关部门负责、大型商
贸流通企业等市场主体全面参与的工作机
制，强化产销对接，加大调度力度，提前备足
货源，全力保障市场消费需要，目前生活物资
货源充足。

重庆一些超市的账单还显示，２月１日以
来，水果、蔬菜等改善型消费稳步提升。

记者在重庆云阳超市见到张荣华时，他
正在采购脐橙和火龙果。“米、面等基本生活
物资有了保证，人们心里平静了，才有心思购
买水果和蔬菜，补充维生素 C ，增强免疫
力。”他说。

另外，在超市的账单上，各类礼品的销量
较疫情发生前大幅度下降，云阳商场超市的
礼品销量降幅就高达７０％。

“这说明疫情发生后，人们少出行、不聚
会，探亲访友的明显少了。”田亚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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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
期。 2 月 5 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疫情防控
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
法防控。要从立法、执法、司法、
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
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
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疫情发生以来，广东坚持依法
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
防控工作。广东省委、省政府多次
研究部署，要求严格执行疫情防控
和应急处置法律法规，依法严厉打
击破坏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
保障社会安定有序。

依法防控，立法先行

2 月 7 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党组会议明确，迅速研究完善疫情
防控相关立法。全面评估《广东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法》《广
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广东省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等法规，
及时启动修订工作。特别是要将
《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
的修改完善纳入立法规划、优先安
排，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
风险。

依法防控，执法必严

广东省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
介绍，为了规范和指引各单位的
抗击疫情执法工作， 2 月 3 日以
来，省委政法委牵头制定印发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应急行政执法工作
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全省政法
机关依法严惩涉疫情防控刑事犯
罪活动的通知》等系列依法抗疫
文件、意见和公告，部署全省政
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疫情哄抬物价、囤积居奇、
趁火打劫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
制售假劣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违法犯罪
行为，及时查处干扰疫情防控、妨害公务等违法犯罪
行为，依法打击各类借机造谣滋事、恶意污蔑攻击的
不法行为。

公安机关建立涉疫情刑事案件快速反应机制，同时加
强协同，增强打击合力，避免力量分散、各自为战的情
况。截至 2 月 8 日，广东公安机关共查处、打击利用疫情
实施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勒索诈骗、以及制售假冒防疫
用品等各类涉疫情防控违法犯罪案件 1830 起，依法处置
各类涉案人员 2070 人。

依法防控，违法必究

自广东启动疫情防控一级响应以来，广东省检察院
制定《广东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打击涉疫
情刑事犯罪实施方案》，明确涉疫情刑事案件的范围，建
立了重大敏感涉疫情刑事案件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
涉疫情刑事案件情况报告、涉疫情刑事案件提前介入、
快捕快诉和上下联动等案件办理工作机制。截至 2 月 8
日，广东省检察机关共提前介入涉疫情刑事案件 158
件，其中已批准逮捕 25 件，起诉 1 件。

2 月 6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广东省人民检
察院共同发布《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刑事犯罪的通告》。这是全国省一级
法院检察院机关就严厉打击涉疫情防控犯罪联合发布的
首个法律指引。通告明确对传播病毒、暴力伤医、抗拒
管制、拦抢物资、阻碍交通、制假售假、囤积居奇，谣
言惑众等构成犯罪的行为，依法予以打击。

依法防控，尚需全民守法

2 月 6 日，广东发布《依法抗疫，人人有责——市
民应知的十个法律责任》，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深入了解疫
情防控有关法律知识，知晓相关权利义务，明确涉疫情
违法犯罪需承担的法律责任，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
工作。

此外，广东省政府每日例行新闻发布会安排“依法防
疫”专场，回应公众关切的疫情防控相关法律问题。 2 月
6 日，广东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等单位参加新闻
发布会，这是全国首场以“依法抗疫”为主题的新闻发布
会，专题发布社会和群众关注的依法防疫、维护公共安全
及社会稳定工作情况，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和开展依法防控
正面宣传，力争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创造更优质的
法治环境。

汇聚全民依法防控合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人民全力以赴抗击疫
情。我们全国动员、全面部署、快速反应，采取了最全
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有关工作正在逐步取得成效，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
力战胜疫情。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已为当前依法防
控疫情指明了方向。依法防控，既是要求，也事关疫情防
控成效。政府部门依法审慎决策、依法实施防控措施，社
会公众增强法治意识，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就
是为防疫做贡献。

一段时间以来，广东采取的依法防疫举措，深入贯彻
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精神，牢牢把握依法防控原则，既立足
本地实际，又着眼长远，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疫情防
控提供了有力支撑。

依法防控，需要政府部门持续带好头，依法行政。在
疫情报告和发布方面，按照法定内容、程序、方式、时限
及时准确报告疫情信息。广东自 1 月 27 日以来，已连续
十多天每天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及时解答疫情问题，回
应群众关切，用公开透明，获得群众理解和支持。广东卫
健委自 1 月 20 日起每日公布疫情最新情况，后又改为每
日两报。有网民评价：政府依法办事，“天天发布”信
息，不仅看到了政府依法办事的作为，也为群众守法信法
提供了示范。

依法防控，需要严格执法，敢于对以身试法者亮出
“法治之剑”。任何人不遵守疫情防控法律法规、顶风
作案，都必将付出高昂的违法成本。对于那些暴力伤害
医务人员的，故意隐瞒病情、拒绝隔离治疗的，制假售
假的，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必将依法严格处置。同
时，也要继续组织基层开展好疫情防控法治宣传，引导
广大群众知法守法，汇聚起全社会依法防控的合力。

（本报记者周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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