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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秒必争，打好医疗物资保障战
全国全力保障医疗物资供应

这是一场分秒必争的保障战——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面对口罩、医用防
护服等防疫物资严重紧缺，各地各部门迅
速组织企业复工达产、增产扩能，千方百
计保障物资供给。

这是一条提振信心的“上扬曲
线”—— 2 月 29 日，全国口罩日产量达
到 1 . 16 亿只，是 2 月 1 日的 12 倍，医
用 N95 口罩日产量达到 166 万只。医用
防护服从日产 0 . 87 万件跃升至超过 30
万件，供需矛盾初步缓解。

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当前疫情防控
形势依然复杂，医疗物资保障能力明显
提升，彰显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有力保障。

从短缺告急到有力保障

物资供应跑出“中国速度”

口罩供应不足！医用防护服短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部分防疫

一线重点医疗物资供应告急。坚决遏制
疫情蔓延势头，短时间内提升供给保障
能力成为当务之急。

党中央、国务院紧急部署，各地各部
门全力以赴，一系列实招硬招密集出台，
重点行业企业加班加点、增产扩产，中国
制造力量全面动员——

工信部立即安排中央医药储备紧急
调用，加紧国际采购和标准对接，建立重
点企业生产临时调度制度，派出驻企特
派员全力扩大国内生产；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建立了国家临时收
储制度，组织多批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扩能、

增产、转产，有力保障全产业链协调运行；
国务院国资委建立与央企、医疗物

资生产一线单位直通专线，全力推进重
点医疗物资生产；

交通运输部加快疏通物流“堵点”，
保障生产所需原料运输畅通；

海关总署为疫情防控物资入境开辟
绿色通道；

相关部门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实行名单制管理，给予税收、金融支
持……

企业要增产扩产，用工、技术、原材
料、资金都要跟上。在各地，针对困难“马
上就办”，一系列“非常之举”就此展开。

大年初二晚，山东省药监局派专班
赶到日照三奇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现场核查、审评，让企业快速拿到医用防
护口罩和医用防护服医疗产品器械注册
证，确保疫情有关医疗用品尽快上市并
形成产能。

“此前公司的防护服主要以出口为
主，没有在国内申请医用等级。经过政府
部门紧急协调，我们迅速获得相关资
格。”公司副总经理车进军说。

上海帮助企业准备申报材料、样品
送检，开通审批绿色通道；广东协调工人
边培训边上岗，帮助企业申报技改专项；
安徽针对生产所需的防疫物资不够问题
联系跨区域调配；河南聚焦原材料紧缺
发挥联动作用加快解决……

一个月的时间，口罩日产量提升十
余倍，医用 N95 口罩有效解决了一线医
护人员防护需要，全国除西藏外 30 个省
区市均陆续新上了口罩生产线；医用防
护服从日产 0 . 87 万件快速提升到日产
超 30 万件，基本满足湖北和武汉一线医
护人员防疫需求；护目镜、消毒液、红外
体温检测仪产量呈几何倍数增长……

中国速度的背后，是制度优势的全
面彰显，是同心协力战“疫”力量的硬核
支撑。

从复产到转产

中国制造彰显硬核力量

12 条生产线火力全开，工人们正加
紧生产口罩、防护服等用品。从除夕到现
在，深圳深中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未有
一日休息。

紧急动员员工返岗、加快对接原料
供应、所有设备即时转动……这家公司
用 1 天实现口罩日产 2 . 4 万只，2 天实
现防护面罩量产，10 天让护目镜、防护
服等相继投产。“一刻不敢停，还要扩大
产能。”公司总经理杜量衡说。

尽管我国是医用物资生产大国，但
短时需求暴涨和每天大量的消耗，让供
给一度存在巨大缺口。要支撑不断攀升
的需求，必须依靠一条条运转得发烫的
中国制造生产线。

疫情就是命令，生产一线也是战场。

“我有熔喷布，谁有口罩机？”面对口
罩核心材料熔喷布需求井喷，中国石化
2 月加紧生产 9 . 5 万吨聚丙烯等医卫原
料，全力对接口罩企业；

“为白衣卫士铸铠甲，为战胜疫情做
贡献！”际华集团累计投入人员 7241 人、
生产线 117 条，20 天来为一线生产了
75 . 2 万套医用防护服。

在得知济宁健达医疗器械公司防护
服车间人力不足后，山东如意集团紧急
组织多名技术骨干“入驻”协助生产；“赶
制防护服，急需缝纫工和缝纫机”，苏州
市奥健医卫发布求助信息后，不到一天
征募到缝纫工以及 27 台设备……相关
企业克服困难，打通内外，向世人展示出
中国制造的力量。

广州电缆厂仅用 3 天就将一条电缆
生产线改造成口罩鼻梁条生产线；山东
迪尚短短几天从外贸服装“转战”医用防
护服；南京的红太阳集团从环保农药调
度转产医用酒精，目前已形成日产 200
多吨能力……一个多月内，诸多领域企
业“跨界”转产，让人们感受到中国制造
的另一种速度。

医疗物资保障不仅靠政府部门、制
造企业，更是全社会力量的总动员。

复星启动全球调配医疗物资计划；阿里
巴巴设立 10亿元专项基金进行海内外直
采；海外留学生、各界人士通过不同方式捐
赠，民航部门包机运送口罩……社会各界驰

援相助，为国内复工复产赢得重要窗口期。
“我国拥有最完整的制造体系和强大

的供应链。”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会长李陵申说，正是制造企业的齐心、社
会各界的协同支撑起阶段性的高需求。

从湖北到全国

物资保障向更全更高迈进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数据：2 月 27
日，工信部监测调度的国内重点医用防
护服企业日产量达 31 . 8 万件，当日运
抵湖北 26 . 3 万件，连续 8 天超出湖北
提出的日需求 5 万件以上。医用防护服
等重点医疗物资基本满足了湖北的
需要。

加大 N95 口罩、多型号防护服供
应，增加高端医疗设备，物资保障也在
“结构性升级”。

“我们集中资源向监护仪、呼吸机、
移动 DR 等倾斜，加快生产速度。”迈瑞
医疗制造系统总经理景军刚告诉记者，
迈瑞医疗协同各供应商建立了备货机
制，截至 2 月 17 日生产并向全国医院交
付超过 3 . 5 万台医疗设备。

医学影像设备企业联影研发出业界首
款对肺炎影像精确分诊的 AI全流程解决
方案，已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武汉
大学中南医院等 40多家医院投入使用。

青岛索尔汽车有限公司开足马力扩
产增产，44 台新下线的负压救护车正开

赴全国各地战“疫”一线。
“下一步将扩大多型号，尤其是特

殊型号医用防护服供应，重点开展急需
医疗设备和治疗药品的组织生产和及
时供应。”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说。

从保供湖北到面向全国，重点医
疗物资供应的齿轮还在加速运转。

“随着复工复产对口罩的需求爆
发性增长，保供工作重点也逐步转向
普通医用口罩上来。”国家发改委秘书
长丛亮说，下一步将从全力推动复工
达产、全力支持增产扩能、全力保障全
产业链协调运行入手，更好满足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需要。

工信部数据显示，目前消毒杀菌
用品生产企业复工率已超 80%。主要
消杀用品的产能和产量能满足全国急
需。“我们正组织电商平台和药品的批
发企业进行对接，尽快在线上和各个
门店提供分装、小包装的消杀用品。”
田玉龙说。

面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打
好后勤保障战，更要从长效机制入手，
发现不足、补齐短板。

2 月 14 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提出，要健
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优化重
要应急物资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健
全国家储备体系等。

“物资保障也从储备物品到储备能
力转变。”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说，工信部
已组织开发了国家重点物资保障平台，
对 7大类 21个小类的重点医疗物资和
生产能力实时跟进。记者从有关部门了
解到，相关研究工作已经展开，进一步
推动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
力水平。（记者张辛欣、安蓓、袁军宝、张
旭东、陈刚）新华社北京 3 月 6 日电

新华社记者于长洪、张洪河、刘懿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疫情联
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最有效的防线。

城镇街角，乡间小路，不分白天黑
夜，不惧风寒雨雪，到处都有他们辛勤值
守的身影；挨家挨户走访，面对质疑和误
解，一遍遍劝告安慰，捍卫着千家万户的
安康；不仅是“守门员”“疏导员”，还当起
“跑腿员”，用贴心、细心、暖心陪伴，描绘
出一幅幅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感人画
面……

他们是英勇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
“平凡英雄”——城乡社区工作者。他们
平凡普通，却有着不平凡的担当；他们默
默无闻，却有着一心为民的情怀；他们无
私奉献，凝聚起众志成城的战“疫”力量。

火速上一线，铁肩筑担当

当黄媛柳接到返岗紧急通知时，家
里的年夜饭刚开始。作为海南省海口市
龙华区玉沙社区一名社区网格员，她迅
速奔赴抗疫第一线，除夕夜与几位同事
火速扛起了一个 5000 人小区的防控
担子。

“职责所在，义不容辞。”黄媛柳说，
疫魔很凶险，但关键时刻决不当逃兵。

这是一次刻不容缓的阻击战，像黄
媛柳一样，千千万万社区工作者用血肉
之躯，第一时间筑起防线。

湖北武汉最大的“村转社区”江欣苑
社区，总人口近 2 万人，59 岁的社区书
记胡明荣，每天要打数百个电话；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老旧小区
多，70 岁的社区主任武荷香最多时一天
走访 100 多户居民，到家时，已累得两眼
发黑。

万家灯火平安点亮，总有社区工作
者负重前行。据民政部的数据，全国平均
每 6 个社区工作者守护着 1 个社区，平
均每名社区工作者至少要面对 350 名
群众。

——即使饱受病痛困扰，他们也坚
守岗位。

肩膀贴膏药、嘴含丹参滴丸，患有肩
周炎、心肌缺血的天津市津南区荣一社
区书记赵贯义，每天随身带着药忙碌：
“不能影响大家斗志，说啥也得坚持！”

在武汉，珞南街党政办干部黄恒主
动请缨到社区布防。面对 9000 多人的社
区，工作繁多，他累得腰椎间盘突出旧疾
复发，不得不躺在办公区的硬地板上坚
持工作。

——即使面对感染风险，他们仍冲
锋向前。

武汉市江岸区一名居民带着肺部感
染且高烧 39 . 5 摄氏度的妻子到社区求
助，而救护车因繁忙无法及时到达。危急
时刻，和美社区书记夏志刚冒着被感染
的风险，穿上简易防护服，骑上电动车载
着病人奔向最近的医院。

——即使面对艰苦的环境，他们也
慷慨奔赴。

正月初八深夜，气温已近零下 30 摄
氏度，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宝龙山镇
村干部秦红仍在路口检查点值守。塞北
寒风没有阻碍他忙碌的身影，他持续坚
守岗位，直至因突发脑出血离世。在去世
当天，他只是呵呵地告诉妻子“有点儿馋
韭菜馅饺子了”，就匆匆奔赴岗位。

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截至 2 月

25 日，已有 42 名城乡社区工作者牺牲
在疫情防控一线。全国 400 多万名城乡
社区工作者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用血肉
之躯，为全国 65 万个城乡社区筑起“钢
铁防线”。

科学防控紧，暖心服务忙

深夜 12 点，月暗灯昏，寒意袭人。测
温枪测温、出示二维码、查看扫码后的登
记信息……呼和浩特市恒泰盛都小区门
前，李俊平正叮嘱晚归居民注意做好防
护措施。

疫情发生后，全国城乡社区工作者
严防死守，快速织就防控网，同时广泛运
用科技手段，不留死角、不留空白，让这
张网越织越密。

武汉的一些社区工作者利用新上线
的“机器人”随访系统，自动拨打辖区居
民电话，询问记录住户发热、接触史等数
据，生成表格反馈给社区，10 多天就累
计外呼超 110 万次，排查出发热居民
229 人；江苏省有关部门依托 30 万名下
沉社区的网格员，采集海量数据后汇总
分析，构筑起社区防控的坚固屏障；浙江
省 14 万多名社区工作者，与数十万网格
员、志愿者，依托数字政府建设成果，实
现社区精准防控。

在全国各地，一系列科技手段依托
社区工作者协同发力，扎牢防控网络。

而社区工作者们，不仅全力以赴严
防严控，还为方便百姓生活献出真心。

连日来，立在武汉街头，身上挂满药
袋的丰枫感动了无数人。他是一名社区
网格员，为购买居民所需药物，和同事从

早上 5 点多就守在药房门口，12 个小时
后终于拿齐了近 100 份药。在湖北，17
万名网格员为隔离在家的居民买菜送
药，跑前忙后，为大家的生活送去新
希望。

补暖气、修水管、通下水……黑龙江
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呼中镇的社区工作
者，每天都会接到居民求助信息，不管再
晚、无论多冷，他们都第一时间上门
维修。

城乡社区工作者们用赤子之心换来
群众的真心理解与支持。

百姓们为了减少社区工作者的麻
烦，“憋”在家里“做贡献”；有的疫区返乡
群众，主动联系社区工作人员上报情况；
有人不配合社区人员防控工作，居民纷
纷站出来“主持公道”。

一批又一批普通百姓主动加入志愿
者队伍。海南全省 1300 多家小区的业委
会、志愿者共计约 1 万多名业主，主动分
担社区防控任务；内蒙古 1 . 5 万多名青
年志愿者，活跃在 2000 多个嘎查村和社
区防控一线。

“看到居民们打开窗户向我们招手，
为天津加油、为武汉加油，我们信心百
倍。”天津市和平区朝阳里社区书记、居
委会主任苗苗说。

关爱见真情，奋进添力量

在上海市松江二中，一支由教师和
学生志愿者组成的助教团队成立了，服
务对象是坚守社区防疫一线的双职工家
庭子女。

在他们精心为孩子准备的“课表”
上，孩子们每天兴冲冲地在线跟着学习
病毒小知识、劳动技术、广播体操……

城乡社区工作者的辛苦付出、细致
服务，社会各界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纷
纷用暖心举动，为他们送去关心关爱。

“夜里很冷，喝杯热奶茶暖和一下
吧。”热心居民送来冒着热气的奶茶，温
暖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中和街道府河
社区工作人员的心；每天清晨，村民自发
运来木柴，爱心接力让内蒙古奈曼旗固
日班花嘎查执勤点的火堆，从正月初六
燃烧到现在，为值守人员驱散严寒……

举国上下都努力为“平凡英雄”提供
更多保障。

3 月 3 日，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全面落实疫情
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关心关爱措施
的通知》，提出适当发放工作补助、切实
做好职业伤害保障、改善防护条件等八
方面措施。民政部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
书局等近日联合发文，提出推进社区防
控信息化建设和应用工作，减轻城乡社
区工作者工作压力。

各地也拿出实实在在的关心关爱
举措：

湖北武汉组织下沉干部与社区工作
者组成“AB 岗”，可为一线社区工作者
安排轮休，并发放武汉旅游年卡；

浙江宁波出台“暖心十条”，为社区
工作者在休假疗养、补助等方面提供
支持；

陕西西安为 1 . 4 万多名社区工作
者赠送保险产品，总保额达 47 . 8 亿元；

海南海口启用“一线工作人员关心
关爱信息系统”，收集他们工作和生活上
的实际困难，并逐项解决；

辽宁大连为社区工作者每人每天发
放 150 元的补助……

关爱接力仍在继续。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三顺店社区书记

李一之说：“群众关爱、组织关怀让我们充
满力量，疫情防控不获全胜，我们决不收
兵！”（参与记者：涂超华、毛振华、王井怀、
梁建强、李劲峰、李伟、侯文坤、伍晓阳、
廖君、吴振东）新华社北京 3 月 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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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5 日傍晚，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的刘凯在护送患者做 CT 的途
中停下，让住院近一个月的 87 岁老人欣赏久违的日落。 新华社发（甘俊超摄）

落日余晖下，刻骨铭心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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