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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企业复工复产有序进行时 系列报道

这是五粮液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战斗”场景
——万名员工戴着口罩，在制曲、酿酒、勾调、包
装等生产线上，鼓足干劲，挥洒汗水辛勤劳作
……

面对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役，集团既要确
保员工身体健康安全，又要加速复工复产，全面
完成全年生产经营目标任务。

这是“后方”，也是“前方”。虽然五粮液人不
能像医护人员那样到一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但却第一时间复工复产，在经济战线作出自己
的贡献。

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挑战；每代酒业
人，都会有不同的使命。

2020年，刚迈上千亿台阶的五粮液，来不及
庆贺，毅然负重前行，勇挑国企重担，以实际行
动投身战“疫”。

最快时间复产 助力经济战线战“疫”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这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
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

面对这场战“疫”，面对这场大考，五粮液人
戮力同心，沉着应对。

疫情发生初期，作为中国白酒领军企业和
四川省首家千亿酒企，五粮液率先发挥国企担
当，第一时间向武汉市慈善总会捐出首笔 3000

万元资金，拉开湖北省外酒企捐助序幕。同时，
还积极组织了一批医用酒精、医用口罩等应急
物资支援一线抗疫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捐款
9200万元支援战“疫”。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五粮液积极响
应国家疫情防控与复工生产“两手抓”“两不误”
的号召，2月 3日后，企业各板块陆续复工；2月
10日，企业全面有序复工；2月 13日，酿酒生产
全面实现满负荷生产，带动玻璃、印刷、塑胶瓶
盖等配套产业100%复工复产。

这样的“脚步”，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五粮液
属于酿酒食品行业，也属于人员密集行业，员工
数量多、流动性大、结构比较复杂，疫情防控难
度极大。

然而，困难挡不住前进的脚步。
五粮液集团多次召开会议，周密部署复工

复产工作。五粮液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
曙光，集团公司总经理、股份公司董事长曾从钦
分别带队检查复工复产工作，要求各单位复工
复产必须做到“五到位”，即防控机制到位、人员
管控到位、物资保障到位、消毒管理到位、宣传
引导到位。

李曙光认为，当前出现的疫情新形势，从
短期来看，会对酒业行业消费、价格、渠道和
竞争产生较大影响，但不会出现周期性变化，
酒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集中
化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高端化发展的趋势
不会改变。

李曙光提出，要坚持年初总体发展目标不
动摇，一手抓防控、一手抓发展，在坚持“稳中求
进，一管控三强化”工作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
突出加强计划、渠道、结构“三个优化”，加快机
制、团队、数字化“三个转型”，推动全年生产经
营完成预期目标。同时，号召员工以“功成不必
在我，建功必定有我”的境界，把各项事业推向
前进，开创工作新局面和发展新局面。

于是，五粮液以最快的速度推动复工复产，
拉开了在经济战线战“疫”的序幕。白酒主业生
产上，着力推动车间满负荷生产；主业营销上，
推进数字化新零售模式营销，满足消费方式新
变化；多元产业上，抢抓订单，推动生产经营正
常化；重大项目上，加快既利当前又奠基长远的
在建新建项目复工开工……

后方也是前方 满负荷生产多作贡献

曲是酒之骨，酿酒的秘密尽在其中。要酿造
一杯五粮液美酒，离不开“包包曲”。

复工以来，为了用心做好每一块“包包曲”，
保障公司生产用曲的供应。502车间技术人员李
朝君和同事们，一直没来得及休息，悉心呵护培
育那些“看不见的酿酒工人”。

李朝君说：“全国几万名医护人员勇敢地奔
赴武汉抗疫，我们虽然不能像医生护士那样去
一线抗疫，但却可以做好本职工作，在本职岗位
上多作贡献。”

在全球最大的单体酿造车间——五粮液
523车间里，数十个班组错落有致地同时生产，
酒香随着热气蒸腾，弥漫了整个空间。

车间 53组组长袁世华正带领 17个组员忙
着酿酒，起糟、拌粮、上甑、蒸酒、摘酒、摊晾、加
曲、入窖……每一个酿酒工人都在自己的工序
上铆足劲儿干。

1994年进入五粮液，已当了23年组长的袁
世华说：“目前，整个酿酒生产现场，和疫情发生
前差不多，要说区别，就是大家必须戴着口罩工
作，为了把疫情耽搁的时间抢回来，大家的干劲
更大了。”复工这段时间，光袁世华所在组，五粮
液的产酒率就比往年提高了。

包装车间，由于是流水线作业，员工密集，
疫情防控难度大。

复工前，车间对所有员工“拉网”排查，确保
安全复工；复工后，每天早上提前到岗，每位员
工测量体温，并做好车间、员工服装等消杀工
作；生产线合理调整，员工间距保持 1米以上；
员工就餐，严格采用分餐制……

梁武群是 508 车间的一名班长，这是她进
厂工作以来，感觉压力最大的一个时期。“由于
疫情影响，积压了很多任务。目前车间在做好防
疫工作、保证工作质量的前提下赶进度。现在，
每隔一天，就会加一天班，争分夺秒将积压的任
务抢回来。”梁武群说，防疫情、保质量、保产量，
三件大事压在她心上，忙得不可开交。

（下转2版）

●50天工期的“口罩心脏”生产线仅用5天
就奇迹般建成

●为企业调人调物，政府部门开出10多份
特急函件

●硬核集结“五天突击队”，来自全国天南
海北的力量共同发起冲锋

一场春雨过后，眉山视高大道旁的兴正源
环保材料公司迎来了从未有过的热闹，厂区内
焕发着新绿，车间里口罩熔喷布生产线 24小时
机器轰鸣。兴正源公司董事长王燕，每天一睁眼
不仅被各路订货电话、微信、短信“轰炸”，还要
接待数十批为“抢”熔喷布而来的客商。

截至 3月 15日，兴正源累计生产近 35吨熔
喷布，其中绝大部分由政府调拨到成都、西昌、
甘孜等省内各地，大大缓解了我省熔喷布材料
的供应压力。

回想这条因一个喷头开始，5天里奇迹般诞
生的生产线，王燕感慨：“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
任务，现在都觉得像做梦一样。”

这场“战斗”的胜利，集结了全国天南海北
的力量。他们中有雷厉风行的四川政府人员，有
技术过硬的本土企业，有千里驰援的外地精锐。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四川五天突击队。
危机关头，他们鏖战啃下“硬骨头”，展示了四川
战疫攻坚的时速和力量！

奇迹！5天抢出“口罩心脏”生产线

“出来了！出来了！哦哦哦哦哦……”2月 22
日下午 3点 30分，当第一卷雪白的熔喷布匹从
热轧机里慢慢梭出时，兴正源车间内欢笑与掌
声交织，政府人员、省内外技术人员等数十人围
在机器旁激动不已。

至此，一场“战斗”宣告胜利，不枉他们艰苦
鏖战5天5夜。

熔喷布，俗称“口罩心脏”，用于生产医用外
科口罩和医用N95口罩中间最为重要的病毒过
滤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口罩生产激增，熔
喷布“一克难求”。

与全国一样，四川也积极展开“自救”。四川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等政府部门在扶持成都索玛
新材料和鑫 利两家企业后，又鼓励兴正源公
司火线“上马”四川第三条熔喷布生产线。

正常情况下完成一条熔喷布生产线建设，
需要多长时间？业内表示最快也得 50天。而疫
情时期，工期无法保证。

四川，却用实际行动给出了“魔幻般”的答
案：5天。

“2月 17日正式开干，18日、19日各路人马
协同作战、加快推进，20日晚上设备全部安装到
位，21日设备开始升温、调试，2月 22日试产成
功。整个生产线从无到有，只花了5天时间。”负

责现场协调的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轻纺处负
责人介绍说，满产后可日产 3 吨，可保障生产
300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

这在业界，被传为奇迹。

危急！冒险接下“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是我目前为止，做过最冒险、最疯狂的
事，像做梦一样。”这一路上，没有人比兴正源董
事长王燕更清楚其中的艰难曲折与感动。

时间拨回到 2月 1日，正是熔喷布最“卡脖
子”的时候，王燕还没上马的日本熔喷布设备进
入了政府的视线，鼓励她尽快投产。

现实让王燕十分为难：“一方面企业已签订
搬迁合同，不能在这里再添新设备，且若安装后
期搬迁成本太高；另一方面，目前只有一台喷
头，缺失大量配套设备，根本没法生产。”

2月 14日，正当王燕以为这事儿会不了了
之的时候，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人员雷厉风
行地到厂里看了还封装在箱子里的喷头，了解
到王燕的为难：“这套设备自动化程度较高，控
制所有设备需要的 5台电气柜短期无法完成，
一来没有现货，二来现做又需要采购一二十个
品牌的上千个零部件。”

“王总，看了您提供的资料，大约 5 天能搞
定。”随后，在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的协调和
川开电气的引荐下，四川鹏翔电气联系到王燕。

“不可能，多半是吹牛！”王燕一边心里犯嘀
咕，一边又忍不住燃起一丝希望。

放下电话，王燕向国内多家设备商求证
“5 天搞定”的可能性。“绝对不可能！”“王总，
真别想了，好好在家呆着吧，至少 50 天，等你
折腾出来，疫情都结束了。”并不意外的，都劝
她放弃。

“如果几方配合施工，我们保证 5天完成。”
王燕又再三询问鹏翔电气，对方态度坚定。她犹
豫着，要不要赌一把？

直到 16 日，四川省和眉山经信系统、眉山
园区的相关领导来之前，王燕仍在犹豫。但详细
了解生产线上马的紧迫性后，王燕顾不得许多，
心一横接下了。

“20 天？15 天？7 天？”情势紧急，王燕一再
“麻着胆子”给出的投产时间节点都被否决了，
得知只有 5天时间，她当时就傻眼了，“这是一
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必须放手一搏。”

那天起，王燕开始全面张罗，每天神经紧
绷，晚上都不敢睡实。

（下转3版）

50天工期只用 5天5夜“拿下”

兴正源：抢建“口罩心脏”生产线 见证四川战“疫”力量

五粮液战“疫”：
满负荷抢生产 经济战线作贡献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杨波

最高奖补10万元

绵阳拿出真金白银
助力餐饮企业渡难关

四川经济日报绵阳讯 （谢艳 记者 张宇）日
前，绵阳市商务局、绵阳市财政局联合印发《绵阳
市商务局绵阳市财政局关于支持餐饮企业“渡难
关 促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帮助该市
受疫情影响较重的餐饮企业“渡难关，促发展”。

鼓励复工营业。《通知》指出，对3月15日前复
工营业并纳入统计的限额以上餐饮企业，且推广

“分餐制、公筷公勺制”的，经企业所在地商务主管
部门认定，给予0.5万元/户一次性奖励。

鼓励加快发展。《通知》对纳入统计的限上餐饮
企业2019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上，2020年上半
年增速达到10%的给予奖补5万元；2019年营业收
入500—1000万元，2020年上半年增速达到15%的
给予奖补 3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 500万元以下，
2020年上半年增速达到20%的给予奖补2万元。

鼓励开展消费促进活动。《通知》鼓励在疫情
解除后，行业协会、餐饮企业等开展美食节、餐饮
技能大赛、厨艺比赛、餐饮宣传推广等形式多样的
线上线下餐饮消费促进活动，根据活动影响力择
优给予活动主办方 30%的活动费用补助，每次活
动补助金额不超过10万元。

今年1-2月

内江市重点建设项目
完成投资超54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 （记者 毛春燕 李弘）
记者近日从内江市发展改革委获悉，内江市采取
积极举措，全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创造条件
有力有序推进重点项目复工开工建设，为完成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1～2
月，全市 590 个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 54.50 亿
元，完成年度目标的13.0%。

据了解，内江市2020年重点项目名单共列项
目 590 个，总投资 4686.92 亿元，年度预计投资
419.40亿元。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内江市认真落实领导干部联系重点项目机制，
针对疫情影响进一步完善优惠支持政策，强化要
素保障力度，实行“一项目一策一专班”，完善专班
服务、落实上门服务、优化前置服务、实行定责服
务、实现有效服务，帮助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
难，着力优化施工环境。目前，全市重点项目复
（开）工250个、复（开）工率102.88%。

值得一提的是，成宜高速公路（威远段）、市中
区城南新区石羊大道、中汇力成渝国际农副产品冷
链物流中心等111个项目完成投资超时间进度。

我省吹响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务工就业一线服务冲锋号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易陟）3月 16日，记
者从省人社厅获悉，近日，省人社厅召开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务工就业服务工作专题会，根据省委挂
牌督战凉山州脱贫攻坚座谈会精神，结合前期工
作情况及凉山实际，对工作专班职能定位、运行机
制等进行了细化完善。

会议指出，要深入领会中央和省委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的系列要求，特别是“最大政治任务，最
大民生工程，最大发展机遇”的定位，抓住务工就
业这个贫困群众增收致富的关键因素，进入“战时
状态”，进行“百米冲刺”和“百日攻坚”；要在“躬
行”上下功夫。关键时刻，要尽锐出战，在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的宏大叙事中奉献人社力量。

会议强调，挂牌督战脱贫攻坚务工就业服务
工作专班要发挥战斗队、工作队、冲锋队、服务队
和督战队“五队”作用，与当地人社和农民工服务
机构干部职工、与当地贫困群众一起干，在干中
督、督中干，发扬“跟我上”的干劲；聚焦凉山 7个
未摘帽县贫困家庭未就业劳动力，按照“一边摸清
底数，一边内引外联，一边协调落实”“三边”行动
纲领，打赢“攻坚战”“运动战”“歼灭战”；不论省内
省外、短工长工，不论业态、企业或项目性质，确保
有劳动力的贫困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

会议要求，要尽快建立并不断完善贫困劳动
力工作台账，精准对接省内外劳务市场；加大对贫
困群众的宣传培训力度；强化组织保障，推进人社
扶贫领域作风建设。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朱映江 王菲菲 记者 侯
东）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时下，行走在广
元市昭化区昭化镇桃博园内，万株桃树相继绽放，美轮
美奂，好似桃花仙境。

“这个地方太神奇了！这么多的桃花，颜色也各不
相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白色的桃花，真的特别漂亮。
而且这里环境干净，空气也好。”游客张先生说，如果居
住在这里的话，一定特别舒服、安逸。

据了解，桃博园占地 2000亩，该园共引进栽植全
国各地不同类型、不同品种桃树多达115个，目前是川
北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桃博园。园内各类品种的
花型、果型、树姿千差万别，花期从2月底持续至4月中
旬，长达50天以上。当前，桃博园已对外开放。

“桃博园 3月 9日开园以来，昭化镇做足了准备工
作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和预案，明确了工作专
班，组织镇村干部和志愿者积极参与到园区管理工作
当中来。每日做到消杀两次，并在各个路口和园区内负
责劝导游客，保证广大游客分流入园、有序入园，确保
他们在舒心游玩的同时，不忘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昭
化区昭化镇组织宣传委员肖智文如是说。

2000亩桃花竞相绽放

昭化“桃”醉天下客

桃花正艳

全省首批“农村生产生活遗产保护
和传承”20个项目名单出炉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 （涂惠 记者 常坚）近
日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四川省农村生产生活
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方案》，在全省启动农村生产
生活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其中，首批确定 20个
县（区）为四川“农村生产生活遗产保护和传承”项
目实施单位。

根据《方案》，20个县（区）将分别开展郫县豆
瓣传统制作工艺、中江挂面传统生产技艺、传统晒
醋技艺、酱粑酱油酿造、传统手工腊肉腌制、烟熏
牛肉传统技艺、蜀绣羌绣传统技艺、黑砂技艺、竹
编草编技艺等 40余项传统生产生活技艺的保护
传承。同时，通过培育，形成一批文化特色浓、产品
质量优、品牌信誉高、市场竞争力强的农村生产生
活遗产，创造更多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