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底，经过审批，浙江聚宝渔具有限公司已复工复
产两个星期。 作为青田第二批率先复工的企业，聚宝渔
具无疑是幸运的。 两个星期的时间差，让他们走在了同
行的前头，并抢得了市场的先机。

从企业摁下“暂停键”，到复工复产，聚宝渔具经历
了刻骨铭心的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每个人都
在等一个春天，每个企业、商家都在尽力寻找一个可以
钻出围城的缝隙。

幸运的是，丽水的“春天”来得格外的早。 “一手抓疫
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一系列扶持政策和部门企业
的扶助，在聚宝渔具这样的中小企业身上出现了最细化
的感受。 浙江聚宝渔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细芬说：“疫
情的发生，让很多人的心连在了一起。 当‘共克时艰’不
只是一句口号，大家切切实实地拉起手来时，就有了一
种冲破黑暗的力量。 ”

■复工前夕：
“我们得做好最坏的准备了”

1 月 23 日晚上 9 时，温州机场。
忙碌了一整年，聚宝渔具董事长蔡长林刚与妻子朱

细芬在菲律宾度完了六天假期。 走出机场，朱细芬感觉
有些冷，这与菲律宾的温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度假结束后的朱细芬，并不觉得轻松。 数个小时前，
在菲律宾登机时， 机场里那混乱的景象还历历在目：一
批来自武汉的乘客，被勒令在机场隔离；作为飞往中国
的乘客， 她第一次在异国他乡的旅途中被测量了体温；
远在温州的弟弟打电话提醒她赶紧看看周围是不是还
有口罩买，有多少买多少。 她连走带跑地奔波于机场各
处，令她沮丧的是，所有地方都不约而同地断货，她一个
口罩都没有买到。

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让她突然明白，离开温州
时，自己还是低估了疫情的严重性。 飞机起飞后，一路
上，朱细芬神情凝重，默不作声。 这与平时性格开朗的她
相比，判若两人。 在回温州市区家里的路上，朱细芬突然
开口：“老蔡，今年初八，公司怕是开不了工了。 ”

2 月 1 日，正月初八。 春节长假第一次被延期。 这天
上午，朱细芬在温州的家中来回踱步，蔡长林正在家里
与同是企业家的朋友在通电话，询问彼此的开工状况。

此时的朱细芬内心是焦躁不安的，公司成立了二十
多年，从温州搬迁至青田，一路走来，并没有如此突然的
歇业经历。17 年前非典的时候，公司还没有搬迁至青田，
他们还在老家温州创业，她说记忆里当时的形势也没有
现在严峻，“不到一个月时间就烟消云散了，但这次却完
全不同，感觉很惨痛。 ”她粗略估算，一天不开工，公司的
亏损，光工人的工资就达万元以上，这还不算厂房的租
金、每天的贷款利息，以及订单逾期违约带来的 200%的
违约金。

朱细芬并不知道自己能挺到什么时候，对于她这样
的“小生意”来说，与武汉一样，“挺住”意味着一切。

2 月 4 日，立春，停工后的第四天，温州。
朱细芬开始习惯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打

开手机查看全国、全省、温州、丽水的疫情通报。 居家的
这些日子里，她看着不断增长的人数，对于企业何时复
工，她悲观地预估这个“寒冬”得延续到四五月份。 下午，
她走进书房， 望着蔡长林因为操劳而略显憔悴的脸，欲
言又止，最后咬咬牙，憋出一句话：“老蔡，我们得做好最
坏的准备了”，蔡长林点点头：“我知道”。

虽是寥寥两句，朱细芬和蔡长林心中早已有了疫情
下可能产生最大损失的估量。 他们的应对措施就是，弃
车保帅，关停自己在青田两家渔具公司的其中一家，“这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

■复工到来：
“我真没想到，青田反应这么快”

2 月 5 日，青田。立春后的阳光在风里晃着，不明媚，
有点冷。

中午，油竹街道分管工业的副主任项汉雄查看完街
道下辖村庄的防疫工作后，开始抽空给街道的企业负责
人打电话询问近期状况。

在这之前，很多企业负责人曾向他打听，什么时候
能够复工？

没有人知道答案。 与所有企业负责人一样，他也正
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复工的通知。 感同身受这些翘首以
盼，他现在能做的就是，与身处异乡的企业家分享丽水
疫情趋于稳定的信息，并安慰他们，不要太过焦虑，要相
信政府一定会有作为。 这些话，朱细芬听到了心里，一扫
前日的阴霾，让他们夫妻俩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2 月 9 日下午，省里传来了“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 项汉雄高兴地再一次拨通了
各个企业负责人的电话。 “省里有部署了，很快市县就会
有响应，你们可以开始为复工复产做准备了。 ”接到电话
后，朱细芬开始联系家住青田县城的高管到企业摸排现
有的原材料、工人、机器等状况 ，为复工复产做前期准

备。
隔天，油竹街道生态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陈燕便

与朱细芬取得了联系。 接到了青田县经济商务局的任
务，陈燕开始与街道内的部分规上企业对接复工复产的
流程，她指导企业率先开始做起了疫情防控方案和复工
复产方案。 “与时间赛跑，所有的准备工作走在政策下发
之前，统筹工序、边做边等，为企业减少损失。 ”这是青田
抓复工复产的策略。

2 月 17 日， 青田县经济商务局下发的第二批规上
工业企业复工公告里，聚宝渔具赫然在内。 正是得益于
“走在前面”，公告下发的第二天，早早便递交申请的朱
细芬与几个温州高管便火速回到了青田，准备当天启动
机器正式复工。

朱细芬到达青田厂房的大门口， 已是下午 2 时多，
令朱细芬惊喜的是，“驻企服务员” 周峰早早就等在那
里，迎接她“回家”。

2 月 16 日开始， 青田县选派 239 名党员干部入驻
全县 159 家规上企业，与企业共渡难关，周峰便是其中
一员。周峰的入驻，让朱细芬倍感安心。防疫物资不足是
朱细芬的燃眉之急，她对周峰如实相告。 第二天，周峰及
其所在单位青田县侨联为朱细芬送去了 700 只一次性
口罩和一只额温枪。

复工当天，周峰离开没多久，项汉雄又出现在了朱
细芬面前。每天到复工企业转转，查看企业生产状况，以
及为企业排忧解难，是目前项汉雄的重点任务。 “你怎么
瘦了那么多，晒得这么黑。 ”朱细芬有点心疼这位老朋
友。 其实，她早就得知街道的所有工作人员从疫情防控
开始，便一天都不曾休息。

朱细芬将企业能如此之快地复工归功于 “青田速
度”，“我是真的没想到，青田县反应速度居然那么快，服
务企业那么全面。 但是，当我看到这些党员干部的时候，
我明白了，这些都是建立在他们的辛苦上的。 ”

■复工之后：
“大家切切实实地拉起手来时，就有了一种

冲破黑暗的力量”

2 月 19 日，正式开工的第一天。 机器运转的声音，
让朱细芬感到安心。 这一天，她给自己所有的客户打了
电话或者发了电子邮件，通知他们企业已经开工。 消息
顺着网络传向国内外，随之而来的是络绎不绝的订单。

此时，在朱细芬的办公桌上，还能看见高高摞起的
订单。 诚如一枚硬币有其两面性，疫情给企业带来了灾
难，也让率先复工的企业抢得了先机。 “订单数量比去年
同期多了 25%左右。 ”这是朱细芬万万没有想到的。

作为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于朱细芬而言，最大
的考验，还是用工问题。刚复工，聚宝渔具能够上岗的员
工只有 20 多人， 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 最让她忧心的
是，公司的四条生产线中，科技含量最高的那两条，自己
苦心栽培的技术操作工人还未到岗，何时能全面恢复如
初还预估不到节点。

对于广大员工来说，在经历了两次甚至三次假期延
长之后，他们失去了起初的淡定，大家开始盼望正常的
忙碌生活，即便要经历每天的早出晚归、工作劳累，但心
底是踏实的。 他们渴望“回家”。

于是，一场跨越千里接员工返工的计划应运而生。 2
月 21 日，两辆大巴车从油竹街道驶出，分别奔赴 1800
公里外的贵州省金沙县和黔西县，接返浙江强仕电线电
缆有限公司、浙江聚宝渔具有限公司的 25 名外来员工。
这是油竹街道根据企业复工复产相关要求，安排的复工
人员返岗专车。 这也是青田县企业复工复产后，开出的
第一趟复工专车。

“包车接员工，安全保返岗。 ”大巴车身上，红底白字
的横幅醒目而温暖，车内则配备了口罩、额温枪、消杀用
品、应急药品等物资。考虑到来回路途耗时较长，油竹街
道党政办工作人员在前期做好了详尽的准备工作，并配
备了消毒片、体温计及口罩等防疫物资，出发之前每辆
车都做了一次全面消杀等， 为员工来青田旅途做好保
障。

随着复工助产力度的加码，如今，聚宝渔具有限公
司的工作人员到岗比例已达 80%。

同时， 青田其它政策扶持也已经出台并全面铺开。
在《加强复工企业用工保障的若干政策举措》里，对于推
荐就业的老员工与新员工有现金奖励；《关于应对疫情
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的二十条意见》 囊括了金融支持、税
费支持、技改支持等；丽水市生态环境局青田分局推出
了助企惠民十条措施……

朱细芬形容这些扶持政策，就像是政府为他们筑起
了抵御惊涛骇浪的城墙，在惊险万分的时候，让他们幸
免于难。 采访结束的时候，朱细芬说，租在自己厂区的三
家企业也快要复工了，“感觉很快就会热闹起来了，我要
更加努力，为建设青田贡献自己的力量。 只有这样才对
得起青田政府的全力以赴。 ”

绿水股份的一天
———企业复工防疫两手抓

■本报记者 刘淑芳 通讯员 邹俊 林林

如何保障复工复产平稳有序？疫情防控如何落到实处？ 2
月 28 日，记者来到了青田绿水股份有限公司，探访企业复工
防疫的“一天”。

8 时
在企业大门口，每人要进入厂区（公司）前先要完成全身

“洗礼三部曲”。 现在厂区处于全封闭式的管理生产状态，进
出产区要进行报备，测体温、酒精消毒，以此来把好安全生产
的第一道大门。

8 时 30 分
厂区的员工都已经开始工作。 趁着大家不在宿舍的时

候，专业的消杀人员正在对宿舍楼的楼道等公共区域进行消
杀作业，而消杀作业会在上午和下午分别进行一次。 此外，还
会对厂区的办公楼、餐厅等区域进行消杀作业，来确保整个
厂区的公共卫生安全。

8 时 50 分
员工们正在紧张作业，每个工人都戴着口罩，并在各自

工位上保持 3 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据了解，公司还对每一位
员工都进行了健康状况的跟踪核查， 并建立了健康的档案，
以此来保证安全。

在这之前，油竹街道的防疫人员对这些返岗的职工进行
健康检查、核查健康证明。 并由专人负责对返岗人员进行体
温监测，建立“一人一档”。

11 时 30 分
临近中午，我们来到了餐厅。 为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交叉，

他们采取分时段、固定就餐区域的方式让员工用餐。 进入餐
厅时，会进行第二次体温检测和登记，并且在每个餐桌上都
放着隔离板。 就这样，食堂原来的 4 人位餐桌被两张硬纸板
隔成了 4 个独立“包间”，最大限度避免人跟人的接触，保障
一个安全的就餐环境。

17 时
一天生产结束后， 工作人员全副武装， 穿戴隔尘服、口

罩，忙碌着给设备消毒。 车间的过道上，消毒味迎面扑来。

一位街道干部的“复工”日记
■本报记者 刘淑芳 通讯员 罗家强

油竹街道是青田县工业主阵地之一，在防控疫情同时，还
承担着企业复工复产的重责。 诸若晨是青田县油竹街道生态
经济发展办公室的一名普通干部， 她的日记记录着油竹街道
与企业共渡难关的几个片段。

2 月 4 日
上午，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接电话，为企业解答防疫政策，

安抚企业焦虑的情绪。 据我了解，有些企业虽有个别本地员
工或留厂员工，但是根本无法满足生产需要，一部分企业因
为无法完成订单，甚至面临经济赔偿和员工损失。 我不知道
该怎么办，只是希望疫情早点稳控住，企业能够早点开工。 接
到企业询问的电话时，我不能表露出负面情绪，我默默地告诉
自己。

2 月 8 日
上午 11 时 20 分，青田县印发了《关于印发全县工业企业

有序开复工和疫情防控实施方案的通知》， 我真的太高兴了，
我们的企业“有救了”。

分管领导项汉雄马上召集了工办的同事， 召开小会。 会
上，他的话我记忆犹新，“企业能否顺利复工复产，是关乎企业
生存的头等大事，这次疫情已经给一些企业造成巨大损失，我
们接下来要按照县里文件要求，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
复产。 我们要全力为企业减少损失、 做好服务、 甚至抢占先
机。 ”

2 月 11 日
下午 3 时， 科室长陈燕和我带着已到隔离时间的温州返

青企业人员，去医院做解除前的 CT 检查。当时我的心情是愉
快的， 因为又有员工满 14 天可以解除隔离了。 大概 3 时 30
分，我们接到通知，有县外员工返回企业，科室长让我留在医
院陪同员工检查，她和油竹卫生院的医生赶赴处理。她一边拿
起手机跟企业联系，通知他们对该员工进行封闭式居厂隔离，
一边开车迅速离开。 不久，她回来接我和企业员工。 大概晚上
7 时，企业体检人员从医院门口出来，我们带着他们回去继续
居厂隔离，贴好贴条，叮嘱他们继续隔离，不能外出，等待明天
的体检结果。

2 月 24 日
今天， 我们的企业群特别热闹， 大家都在玩一个接龙游

戏，这条“龙”的内容包括企业名称和分散各地地名、员工数
量。 这次的接龙是为了方便企业拼车，接回外地重要员工，而
且县政府还给予车费补助。

2 月 28 日
今天， 有企业反映他们的员工都是绿码， 而且居家超过

14 天，但是当地就是不放人。 得知这个情况后，我们帮助企业
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联系。 晚上 7 时 50 分，县府办的工作人
员将当地予以“复工返岗”的函发给我们，我将此函送达到企
业负责人手中， 该负责人连忙和我们道谢，“这个函真的是解
决了我们企业员工返岗的大问题。 ”

“有人为我们筑起抵御城墙”
———浙江聚宝渔具有限公司复工记

■本报记者 刘淑芳 叶礼标 通讯员 罗家强 邹俊 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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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袭来，处州大地第一时间一级响应；疫情可控，秀山丽水争
分夺秒复工复产。 严峻的考验中，防控在每一个细节中，奋进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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