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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齐心战“疫”

■全媒体记者 王艳

36名教师“顶岗”当技术工人

菱亚能源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月16日，在广东春夏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几名技术工人围在一条口罩

新生产线旁，一筹莫展，原来他们已经调

试了2天，这台设备就是运行不好。东莞

市科学技术局赶紧打电话找来东莞市技

师学院教师罗柱林和李进华。从当天上

午 9 点到下午 2 点，罗柱林和李进华顺利

把设备调好，并教授操作工技术要点。

罗柱林是东莞市技师学院机电一体

化方向的教师，2月5日，他和35名同事参

加了东莞市应急技术专家组平台，到东莞

防疫物资生产企业一线“顶岗”上班，帮助

复产企业解决缺乏技术工人难题，保证疫

情防护物资供给。

坚持24小时连轴生产

其实，罗柱林支援的是东莞久林吉良

净化用品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专业生产超

洁净手套、抹布、口罩等产品的企业。

“我们是2月6日过来的，当时工人还

有28人还没到位，很多技术人员也没有到

岗，目前只有一人在岗，所以该企业复产

存在挑战。”2月20日，在东莞久林吉良净

化用品有限公司 ，罗柱林告诉记者，和他

一起顶班的还有卢毅和李进华。

他们进厂时，该公司刚买了一套口罩

生产的二手设备，但设备想投入生产还需

调试。“一开始很艰难，因为缺乏技术人

员，我们从2月6日到10日基本上都在调

试设备。”罗柱林说，首先是，生产车间达

不到医用级医疗物资的生产条件，他们更

换了 56 盏防爆灯、3 盏报警灯、10 盏强紫

外线消毒灯，将车间改造达到无菌医疗器

械生产无尘车间标准。随后发现，调试好

的产线产量达不到要求，一开始每分钟只

能生产80片口罩。“后来不断地调整后，产

量可以达到每分钟100片。”罗柱林表示。

随着设备调试成功，另外一个挑战又

来了。由于口罩需求紧迫，企业开始开夜

班生产，但存在人手不足的问题。罗柱林

说：“该公司干脆将三楼车间交给东莞市

技师学院老师管理，24小时连续生产。”

“企业也有困难，我们只能自己顶

上。”罗柱林告诉记者，现在车间采用24小

时倒班制分两班倒，白班时间为8:00-22：

00 共 14 小时，夜班 22:00-次日 8:00 共 10

小时，生产期间两位老师负责带班生产，

主要工作为开机、换料、维修以及根据企

业的需求不断转换等。

为企业改善工艺和提升产能

为解决复工企业的人手不足，政府当

“红娘”，帮企业“借人”。据了解，东莞市

技师学院的“特殊顶岗”模式就是由东莞

市政府牵头组织，对接的企业主要有3个

渠道，首先是东莞科技局组织的应急技术

专家组的平台，其次是东莞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第三是东莞市工信局会有相

关需求过来对接。

“我们有 36 名教师入选了东莞市应

急技术专家组平台，他们带着 10 名学生

对接到东莞市9家医疗物资公司，主要帮

助企业组装生产设备、优化工艺、提高效

率、提升方案等，如果企业的技师不能回

来上班，学院就派老师和学生们顶岗。”

东莞市技师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海光

说。

在“特殊的顶岗”时期，东莞市技师学

院下企支援的教师为广东中玲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一台老旧生产设备排除了故障，

完成了检修调试，初步预估每日新增产量

超 2 万个医用口罩；将东莞市必达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一台闲置打片主机复产，每

日打片产能增加5-6万片医用口罩；让东

莞久林吉良净化用品有限公司淘汰的 2

条生产线稳定运行，目前每天可增产 7.5

万片医用口罩，帮助该公司利用闲置车间

正式生产医用级物资，使生产线从1条生

产线扩充为3条，日产量医用口罩达16万

个。

“从‘教师’到‘技术工人’的转变，他

们在技工教育浪潮中练就了‘无缝对接企

业’的硬本领，这也是我们学校培养技能

型应用人才的目的。”刘海光表示。

广州爱心企业每天提供
3000余份午餐赠环卫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林婷玉 通讯

员成广聚）近日，企业加快复工复产，但

受疫情影响，不少餐饮店依然尚未营

业，导致防疫一线员工用餐困难。记者

获悉，从2月21日起，广州城市矿产协

会组织了广州岭南养生谷投资有限公

司、广州市慈母心饮食有限公司等爱心

企业，发起了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爱心

工作午餐的行动，每天提供午餐3000余

份。本次免费供应爱心午餐活动将持

续1个月。

该活动得到广大爱心人士的支持，

送餐范围从环卫工人扩大到志愿者、社

区工作人员。截至2月25日，送餐范围

已覆盖越秀区东山环卫站及执法队、奇

岭环保的环卫工、海珠区环卫、侨银环

保环卫等单位。据介绍，城市矿产协会

募集了大米900公斤、有机蔬菜300斤、

苹果1万个，目前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蔬

菜、水果、大米的捐赠持续进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菱亚能源科

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竽伶一

直坚守在公司，每天为奔赴一线的人员筹

集资金和口罩、手套、消毒液等各种紧缺

物资，她开玩笑地说：“公司走廊都快成仓

库了！”

在市面上“一罩难求”的口罩，从她手

上已送出去约 10 万只。目前不含捐款，

该公司已购买抗疫物资约80万元。2月8

日元宵节，菱亚能源的员工踊跃为疫区捐

款，当天共有 142 人捐款，金额为 58551

元，这些爱心资金将转交给“福田区慈善

会”。

如今，菱亚能源全方位做好复工前后

的应对和防范措施，及时储备了快速红外

测温仪、消毒水、口罩等充足的疫情防控

物资，同时对于没有安全保障复工的同

事，公司还安排专车接回。

延迟复工期间，陈竽伶要求利用互联

网技术及数字化新技术增强员工培训，进

一步提升员工的业务能力，组织开展全员

就地学习、工作，为疫情之后公司各项业

务积蓄势能。

她强调：“作为一位在电力行业打

拼多年的老兵，我们要让每一个员工变

成火车头，而不是车厢。”在这次危机

下，菱亚能源通过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

性，做业务的创新和优化，把降低成本

纳入到员工的考核里，与员工的业绩挂

钩，实现利益共享、降本增效，控制“跑

冒滴漏”。

陈竽伶认为，疫情过后，公司要全力

以赴把过去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后期国家

可能会加大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的投入，

电力行业将围绕相关建设项目提供相应

电力设备供应和服务，首先要确保用于防

疫及应急项目的设备及时准确、保质保

量，不能有半点疏忽。

据介绍，菱亚能源公司主要经营电

力系统及民用建筑使用的智能电网设

备、智能电源及应用系统、新能源控制

系统、建筑智能化综合系统、购售电、电

力自动化软件开发等业务，是集研发、

生产、销售、安装、运维、服务于一体的

综合企业。

■罗柱林协助防疫物资企业复产 王艳/摄

“让员工变成火车头，而不是车厢”
■全媒体记者 马大为 通讯员 李璐

东莞市技师学院支援当地企业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