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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机器要人手 向技术要产能

云和“机器换人”破解“用工荒”“产能降”难题
本报讯 （记者 叶江 陈雅雯）3 月 2

日下午， 浙江诚创精密股份有限公司如
约完成上海客户的订单，将 50 多万个轴
承套圈装车发出。 这已是该企业复工 20
天以来，发出的第 15 车货物。

“多亏了‘机器换人’，我们才可以在
延期开工后还能短时间内如约完成订
单。 ”诚创公司副总经理吴利平介绍说，
得益于多年来的“机器换人”策略，复工
以来， 企业在组织员工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 最大限度发挥自动化生产线等智
能装备的作用，产能已恢复到 95%以上。

刚走进诚创精密股份有限公司，就
可以听到连续不断的设备运转声。 生产

车间内， 一台台精准智能的自动化设备
高效运作，宽敞整洁的厂区里，只看到寥
寥几个工人在忙碌着。吴利平告诉记者，
诚创精密股份有限公司是云和首批复工
复产的企业之一， 当前 165 名员工已有
150 多人到岗。 “未到岗的几名外地员工
都是在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的， 对正常
生产影响并不大。 ”吴利平说，公司多年
来利用智能化手段提升工作效率， 想不
到在关键时期发挥了作用。

“目前共有自动化生产流水线 50
条，虽有 200 多台机器，但只需 40 个工
人操作。”吴利平介绍说，公司从 2003 年
推进“机器换人”以来，生产效率和产品

质量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特别是在当
前疫情影响下，“机器换人” 为企业复产
达产的用工方面减少了不少烦恼。

近年来， 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大
和劳动力成本上升、 招工难等问题的日
益突出， 以机器替代人工的自动化生产
模式， 成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发展的必要
举措。 作为云和传统优势产业和支柱产
业，近年来，云和不断加大木玩行业的技
术改造，先后搭建了“机器换人 ”中心 、
“政产学研用”等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木
玩产业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 行业劳动
生产率年均提高 10%以上。

浙江金尔泰玩具有限公司是一家集

木制玩具设计、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也是云和
县 2019 年度木玩行业“机器换人”省级试点
示范企业。 从 2017 年开始，金尔泰玩具有限
公司先后投入 340 余万元用于推进 “机器换
人”生产自动化技改,不仅“换”出了劳动力成
本的下降，“换”出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也
“换”出了产品品质的保证。

在金尔泰玩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只
见疫情防控的宣传板随处可见， 工人们有条
不紊地操作着自动化设备。 “我们公司员工返
工率达到了 80%左右，已经可以正常运作。 ”
企业负责人叶世友介绍说， 得益于 “机器换
人”，公司从 2 月 14 日复工以来，通过一周时
间的追赶，产能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

随着龙井 43、白茶等品种开采上市，松阳县上安茶青市场全面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严格执行“一码一测一
口罩”的基础上，于 3 月 3 日复工开市，为周边茶农、茶商提供安全放心的交易场所。 图为茶青交易现场。

记者 兰雷伟 通讯员 叶承慧 摄

缙云全力保障运输畅通
本报讯（通讯员 吕丽娅 卢吕君）为畅通复工复

产人员返程返岗和物资运输通道,缙云县交通运输局
多措并举 ,通过开展定制化运输服务、主动为应急物
资车辆办理通行证等手段,全力做好企业复工复产运
输保障。

缙云县交通运输局积极提倡自驾、拼车、包车出
行及企业组织车辆到集中地接回等返程方式,因地制
宜开展定制化运输服务。对人员相对集中且适合开展
定制化运输服务的企业和单位,为其定制“一企一策、
一地一方”运输方案,组织“专车、专线”,开展“点对点、
一站式”直达运输服务。

近日, 缙云县交通运输局派出 10 辆旅游大巴,前
往丽水高铁站接送缙云—贵州专列的返岗人员,满足
企业外省职工返程需求。 目前,该局已组织全县 2 家
包车客运企业,储备客运包车 28 辆,全力做好返岗复
工人员运输保障工作。 结合疫情防控形势，为方便群
众出行,该县城区已于 2 月 18 日开始,逐步恢复公交
车和客运班车的运营; 自行车租赁系统已于 2 月 22
日全面恢复使用。同时，全县已于 2 月 21 日恢复了市
际、县际客运班线运行，保障群众出行和重点企业职
工通勤需求。

缙云县交通运输局坚持“特事特办、联防联动”，
积极为运输防疫应急物资车辆办理通行证件，集中办
证期间，累计办理通行证 1262 本(其中省外通行证 9
本,省内通行证 15 本)，为近百家企业协调解决向外地
运送各类物资的高速公路通行问题，确保道路畅通无
阻 ,应急运输车辆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优先便捷
畅行。

遂昌县中小学教职工将持“绿码”返岗
本报讯 （记者 麻萌楠 朱敏

通讯员 叶艳景 ）昨日 ，记者从遂
昌县教育局处获悉 ， 近日该县发
布通知 ， 要求全县中小学教职工
于 3 月 9 日起持绿色健康码返岗
返校。

通知要求 ， 在安全第一的基
础上 ， 要求教师返岗进入工作状
态 ， 学生数在 500 人以上的规模
学校教职工到学校上班 。 学生数
在 500 人以下的乡镇农村学校教

职工可回学校上班 ， 也可借用
结对的县属学校公共教室和专
业教室等场所上班 。 教师正常
工作日严格按作息时间上岗 ，
不迟到、不早退。

“遂昌是低风险区域 ，未曾
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 县内
各项防控措施非常到位。 ”遂昌
县 教 育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告 诉 记
者 ，在前期调研中 ，发现线上教
学质量参差不齐 ， 不仅学生缺

少管控， 老师也存在重复劳动的困
扰，“教师返岗后， 比如不同班级学
生都对同一知识点有疑问 ， 就可以
统筹安排一位老师负责录制视频答
疑，避免大量的重复劳动。 ”

对于返岗要求 ， 遂昌县实验小
学教育集团教师黄小萍表示 ，她已
经很渴望回校上班 ， “在家工作是
‘单枪匹马’， 回到学校后是团队作
战，可以与同事交流经验教训，利用
团队智慧共同解决遇到的问题。 ”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景宁畲族自治县已招
募 4000 多名党团员志愿者参与城区各生活小区的防
控工作。近日，为了复工复产，志愿者须回到各自的工
作岗位，该县及时招募在校教师、退休人员等参与小
区自控自查。图为金园丽景小区首批参与小区自控的
20 多名党员志愿者分日夜班轮流上岗。

记者 陈炜 特约摄影记者 李肃人 摄

青田籍著名制片人吴家平向家乡捐赠 100万元
本报讯（记者 麻萌楠）“最近全国都

非常关注青田的疫情， 能为家乡出一份
微薄之力，我义不容辞。”近日，记者从青
田县慈善总会了解到， 青田籍著名制片
人吴家平向家乡捐款 100 万元， 用于帮
助侨乡青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据了解，吴家平原籍青田县腊口镇，
1994 年下海创业 ，2009 年投身影视行
业， 创建了杭州佳平影业有限公司。 由

其担任制片人的电视剧 《鸡毛飞上天》
《在远方》 等影视作品曾在全国热播，引
起热烈反响，还曾获得了包括“五个一工
程”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上海电视节
白玉兰奖、中国电视金鹰奖等众多荣誉。

记者联系到了正在杭州家中的吴家
平。 “这次疫情严重，许多奋战在一线的
医护人员、党员干部、志愿者们都非常辛
苦，我们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 ”吴家平

说，他虽然身处外地，但时刻关注着家乡
的疫情动态，“青田是全国著名侨乡，有
30 余万华侨在外打拼，疫情初期，有许多
侨团、侨领都向家乡捐款捐物。 随着新冠
肺炎疫情在国外蔓延， 近期回国华侨增
多， 青田乃至丽水的疫情防控风险仍然
较大。 此次捐款，我也只是想为家乡疫情
防控出一份力，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理
解和关心归国华侨，大家携起手来，共克

时艰。 ”
吴家平说，虽然平时在外地工作忙，但每

年都会回青田老家走走，侨乡情永远扎根在心
中，“接下来，我还想向家乡的地方电视台捐赠
一批电视剧，尽我所能，助力家乡早日战胜疫
情。 ”

“非常感谢吴家平先生的爱心捐赠，我
们也将用好每一分善款，全力抗击疫情。 ”青
田县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截至目
前，共收到抗击疫情善款 867 万余元，其中，
大部分来自海外侨团、侨领以及当地爱心企
业，善款将分为 3 部分，用于各乡镇定向疫
情防控工作、华侨慈善救助基金以及县防疫
指挥部防控工作。

云和“仙宫小园丁”
助力防疫复产“两手抓”

本报讯（记者 林坤伟 通讯员 吴梓嫣 王雨晴）
“老板娘， 最近生意怎么样？ 这里是消毒液和消毒酒
精，使用方法我跟您说一下，一定要注意避光保存。 ”
3 月 4 日上午，阴雨绵绵，云和县紧水滩镇“仙宫小园
丁”志愿服务队一边从车上搬下一罐罐消毒液，一边
和农家乐老板仔细交待使用方法。 半天时间，“仙宫
小园丁”志愿服务队为 10 余家农家乐（民宿）送去了
消毒物资，用实际行动筑起“防疫线”。

目前，紧水滩镇域内的 50 余家农家乐（民宿）目
前已陆续复工。 紧水滩镇团委书记孙隆礼告诉记者，
3 月 5 日是学雷锋纪念日，此次镇里组织了 7 名青年
志愿者为防疫工作助力， 通过走访了解复工复产的
情况，收集问题，做好防疫知识的宣传，同时也送上一
些消毒物资。

“客人过来，我们首先问清楚是哪里来的，高风险
地区来的客人我们一律不接，而且都需要测温登记，
扫健康码。 客人用餐我们也都是单独装盒送过去，不
集中用餐，要求钓鱼的客人分散垂钓，不能聚集。 ”紧
水滩镇龙门村青玲鱼味馆自复工后， 生意一直不错，
但客人中外来人员居多。 一直高度重视防疫的业主
马青玲表示，她将坚持防疫复工“两手抓”，严格按照
规定复工复产，并对馆内定期消毒，严格做好杀菌防
疫工作。

“‘仙宫小园丁’青年志愿者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
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为抗击疫情贡献青春力量，用
点滴行动共筑‘防疫线’。 ”孙隆礼说。

朱姝：防控一线的巾帼把关人
本报记者 付名煜 通讯员 唐茜茜

“接官亭二区是个开放式的农民拆迁安置小区，居
民结构复杂，出租户多、流动性大，没有物业管理，住户
的基础信息也缺失严重……” 讲起接官亭二区的特征，
龙都茗园－接官亭二区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原组长朱姝如
数家珍。 她本是市审计局财政审计处处长，值勤期间却
在不到 2 天内掌握了小区住户的详细信息，疫情防控的
“小门”被由朱姝带队的小组牢牢守住。

接官亭社区党委书记杨初春介绍，接官亭二区确实
像朱姝所言，小区住户情况极其复杂，一栋多户、一间多
户、住户更换频繁等情况较为普遍，住户信息登记也变
得更加困难；没有物业管理，也无法直接从物业获取最
新、最详细的住户信息，也意味着接官亭二区的疫情防
控工作比其他小区要多一道程序，住户防控意识薄弱等
因素也对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接官亭二区的疫情防控是我最担心的，刚见到朱
姝时，看面貌是个小姑娘，我真还有点不放心。 没想到短
短几天，她把我们社区最担心的卡点变成了最放心的卡
点。 她的细致真是让我佩服，接官亭二区北面有个缺口，
我自己转了两三趟都没有发现，她却一下子发现并补上
了缺口。 ”在卡点值勤的一周时间里，朱姝的表现让杨初
春感到满意，在社区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上，他还建议
其他小组向朱姝讨教经验。

作为一名审计干部，朱姝把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带进了防疫工作中，入驻卡点首日，朱姝便和两位组员
守在每栋单元楼下， 逐一对小区每栋所有住户进行登
记， 经过两天近十小时摸排便准确掌握了 350 余户 、
1000 多位居民的详细信息。 有了住户信息，便能制作和
发放出入小区通行证，除了必填内容外，朱姝还对通行
证进行了“私人定制”，每家住户每位居民的姓名、身份
证、电话等信息均被记录在通行证上，居民必须人、通行
证、身份证信息匹配一致才能获准出入小区；通行证的
发放，直接登记到户、个人，出租户还须出示房屋租赁合
同，这从源头上杜绝了一户多领证、非住户领证、租户无
房主领证等现象。

在卡点执勤时，朱姝总是随身携带最新发布的疫情
防控通告等相关文件，她也要求组员随身携带，遇见有
不理解、不配合的居民，便拿出相关文件现场普及。 接官
亭社区要求每人每班次值班不少于 4 个小时，朱姝所在
的工作组却将时间延长了 1 个小时， 并且还自发制作
“工作日志”，每次值班、巡逻情况都被详细记录。

接替朱姝担任防疫工作小组组长的叶震南说：“前
任的表现让我受益匪浅，朱姝对小区疫情防控的管理模
式很难让我找出漏洞， 我也正努力学习她的防疫经验，
当好把关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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