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得到了很好
的控制，复工复产提上了各地化工园区的
议事日程。由于化工园区企业多、员工
多，无不面临着复工复产与疫情控制、夺
取损失与安全生产、提升负荷与生产要素
之间的突出矛盾。因此，各园区应因地制
宜、精准施策、积极应对，重点抓好三个方
面的工作。

第一，人员安全返岗是前提。让园区
内企业复工的核心是人员返程返岗问题，
只有人员能安全返程返岗，企业才能复工
复产。由于疫情严重时期从严从紧的防控
措施还没完全解除，不少地方化工园区员
工返程返岗情况还存在一些障碍，比如健
康码的统一认证机制还不完善、过度防控
的惯性思维还在延续、外防输入的压力还
没有彻底缓解等，导致一些地方园区人员
到岗情况不甚理想，急需园区采取措施为
企业解难。因此，员工返回后的集中隔
离、居家隔离、直接返岗等政策措施要清
楚明了，并应在遵守地方政府大原则的基
础上，尽可能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便利，不
搞形式主义，在确认员工安全的情况下，
尽快让员工投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企业安全生产是首位。由于疫
情延续时间长，第一个季度已经过去，各
园区也好，各企业也罢，均对完成2020年
的计划目标十分着急，考虑较多的是如何
争分夺秒，把失去的损失抢回来。因此，
势必在计划的下达、产量的安排、任务的
考核等方面过紧、过严、过急。不过，化工
行业最忌“多拉快跑”，如果对安全生产稍
有疏忽，安全事故就会找上门来。2020年
以来，尤其在近期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各
地已发生了数起化工安全生产事故。其
中，就有一些事故源于复产达产时对安全
生产重视不够。化工园区企业集中，抓好
安全生产的责任十分重大，千万不能急于
抢夺损失而忽略了安全生产。园区的管理
者需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安全生产，
两手都要硬。

第三，配置生产要素是关键。生产要
素保障是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基础。疫情
期间，企业正常生产的内外环境均发生了
很大变化，不少企业面临复产后生产要素
的配置和保障问题。然而，缺少任何一项
生产要素，都会迫使企业停工停产。由于
疫情期间全国按下了“暂停键”，产品运不
出、原料进不来，不少化工企业为了装置
安全和损失减少，疫情期间不得已维持着
低负荷运转，但也因此造成产品库存过
高，原料库存较低的问题。有的企业原料
库存仅为5%，有的煤化工企业煤炭储量严
重不足，甚至到了等米下锅的地步，而产
品库存则高达90%，甲醇等产品已出现胀
库现象；多数企业员工到岗不足，成为全
面复产的最大障碍；有的企业流动资金则
十分紧张……对于这些问题，园区需对企
业给予关心支持，尽可能开辟一些绿色通
道，对园内企业不同的复工需求给予精准
帮扶，帮助企业解决好复工复产期间生产
要素不到位的矛盾，助力企业尽快实现生
产经营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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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抓好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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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明

园区复工素描：无需抢跑，因地制宜

“之前做排查的时候，我们需要对每
一个人的数据、轨迹和温度做了解。”上海
张江高科工作人员袁铨说，他负责的企业
就有200家以上，整个园区一共有3600多
名人员。

好在，科技园区有“人和”的优势，园
区内部就有科技企业可以帮忙。

“当时由亮风台提供了他们的设备，大
大提高了通行效率。因为它不需要像测温
枪要花几秒钟时间来标定这个人，而是可以
允许比较大流量的人群通过。”袁铨说。在
早期，这套方案更大的好处是只要把一些前

期数据导入到后台就可以第一时间进行人
员识别，不需要通过人来校准，这在早期对
重点地区返沪人员的管理上减轻了压力。

戴上一副AR眼镜，不仅能看谁测谁，
自动上报温度标记到一人一档，也可以在
移动的情况下在园区不同的活动场所进
行单日多次测温，通过一套数据和算法管
理进出园区人员的流动线。

不仅仅是亮风台所在园区，在上海地
区，亮风台的AR眼镜测温方案还用在了
上海虹口区1929园区、浦东新区金桥管委
会、东方万国企业中心、张江集电港北大

园区等各地园区。
“用科技的手段在萌芽过程中扼杀疫

情传播，我们能形成这样的历史轨迹，然
后更好地辅助园区物业公司。”亮风台解
决方案中心总经理谷俊奇说，这套系统如
今升级了云后台，可以预判校园、园区的
场景并制作提前统计的二维码，除了可进
行远距离非接触式测温，也可以通过这个
ID了解人员是否与园区有关联。“测温是
比较突发的需求，我们的主线还是后面的
系统。测温需求相当于是一个切入口，后
续提供常态化的方案。”

截至目前，北京市朝阳区文化企业复
工率超过九成，确保企业顺利复工的，是各
家文化产业园区严格的防疫措施、与企业
共克时艰的帮扶以及区政府的各项为企业
服务举措。

北京东亿国际传媒产业园园区大部分
企业都采取逐步复工的模式。驻园企业迪
思传媒从2月初开启“云复工”模式；2月10
日起，除必须到公司才能开展工作的岗位
轮岗办公外，其他则继续远程办公；自2月
17日起，符合北京市相关规定和园区防疫
要求的员工逐步恢复到岗办公，全面推动
企业业务恢复。

东亿国际传媒产业园内有200多家企

业，随着企业业务的全面恢复，在保障企业
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园区也为各家企业平
稳复工、稳定发展想了不少办法。在落实
国家对中小企业帮扶政策的基础上，东亿
国际传媒产业园内所有企业在2月份时租
金已全部减半，3月份租金也已根据各企
业实际运营情况进行了调整。

东亿园区还从其他方面为企业想“省
钱”的法子。随着企业员工返岗数量的增
加，为保障企业防控措施落实到位，东亿园
区一边指导企业落实防疫举措，一边帮企
业对接防疫物资。园区将企业物资需求汇
总，直接对接生产厂家，用进货价为企业购
买物资。一个多月的时间，东亿园区已经

为园区59家企业对接了超过4万只的口罩
和40多把测温枪等防疫物资。

园区尽心尽力，企业也团结一心。目
前，东亿园区不少企业志愿者积极参与到园
区值守中，为守护园区安全贡献自己的力
量。“随着复工人员增加，会有更多企业志愿
力量参与进来。”东亿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面对疫情，E9区创新工场园区则充分
发挥园区企业的自身优势。开园伊始，E9
区就以“文化科技融合”为产业定位，吸引
了一批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数字创意为
代表的创新型企业入驻。园区企业纷纷利
用自身特长和资源，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
助力疫情防控。

北京东亿国际传媒产业园：为企业想“省钱”法子

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各地企业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一手抓防疫抗疫，一手抓复工复产

复市，这是各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主要方向。其中，对园区、楼宇以及未来的校园

加强督查是长期关注所在，要如何做好这些场景的防控？而企业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亦成为

重点盯防、防止疫情反复的重要区域。为此，北京、上海、重庆等经济重点地区做出了有益的探

索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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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管委会负责人
介绍，企业要复工复产，物流必须先行一
步。园区防疫复工两手抓两手硬，通过采取

“一对一”服务、金融支持等举措，对重点物
流企业加大帮扶、加快复工，让整个产业链、
供应链顺畅连接。目前，包括84家重点物
流企业、30个物流仓储项目在内，重庆国际
物流枢纽园区重点监控的200个企业（项
目）已全部复工。

在重庆中集物流有限公司的露天堆
场，2万多吨从云南等地运来的铝锭堆放整
齐，这些铝锭部分将被送往重庆汽车摩托车

上游配套企业加工成零部件，为重庆汽摩整
车制造企业全力复产提供急需的原材料。

原料进不来、产品出不去，产业链不协
同是制约部分企业复工复产的关键问题。

“前段时间，重庆涪陵区一家企业急需铝锭，
云南企业生产的铝锭又运不出来，双方都很
着急。我们在政府的协助下，采取定点定线
的物流方式，将这批铝锭如期送到客户手
中，带动了相关制造业恢复。”公司负责人许
金官说。

在该园区的中新南向通道（重庆）物流
发展有限公司集装箱运管中心，工人们操作

高大的正面起重机将一个个集装箱吊装在
货车上，然后运往位于附近的重庆团结村铁
路集装箱中心站。这些满载货物的集装箱
将通过铁海联运班列到达广西北部湾后再
出海，有效减少了西部物流成本和时间。

畅通物流微循环，才能确保农产品运
出来、生活必需品供得上。分拣分发、装货
卸货，800多名工人在园区内的永辉超市西
部物流中心忙碌，这里每天有1200多台次
车辆进出、1.2万个生鲜百货品种吞吐，为
400公里半径内的各永辉超市及第三方门
店提供配送仓储服务。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科技型企业派上用场

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确保产业链顺畅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