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1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張培嘉

20202020年年22月月11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0年2月1日（星期六）

暫緩境外訂單 上海口罩廠加班供內需 台灣電競女主播：
與武漢玩家「加油」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孔雯瓊 上海報道）

員工回鄉、新型肺炎疫情突發帶來訂單爆棚，加上
政府臨時下達的緊急生產任務，都讓上海大勝衛生
用品製造有限公司董事長吳勝榮不得不帶着全家人
住進工廠，以確保24小時連軸生產。
吳勝榮坦言，有信心完成政府下達的任務，但
由於必須將所有海外訂單暫緩發貨，所以這幾天
負責海外買家聯絡的女兒一直在處理交貨延遲的
問題。

昔產逾百款 今只做N95
除了工人不夠，該公司產品本僅供出口，現產品
全被政府徵用，還帶來了出口退稅損失和境外違約
風險。「幸好國外的客戶都相當理解，同意我們暫
緩發貨。」
吳勝榮說，公司此前生產的口罩有130多個款
式，但現在只做三種N95標準的，包括可以進入隔
離病房的重裝口罩、輕便的平面口罩和斧頭形口
罩。「我們一定要全力以赴，確保國內供應。」
在該公司的生產車間，機器的轟鳴聲中，一個個
口罩緩緩下線，然後被一旁的工人迅速撿起、碼
齊，再放到邊上的箱子裡。這裡窗明几淨，自動化
機器和操作台上纖塵不染。口罩從裁剪、縫製、切
割下線全部自動化。
而在樓下的質檢和包裝車間，則安靜得只有包裝

的塑料袋的聲響，工人頭也不抬地操作。不一會
兒，一箱N95型口罩就完成了。
吳勝榮介紹，全廠已有5條自動化生產線每天24

小時運轉，但揀貨、包裝、質檢、運輸等諸多環節
人工依舊不可或缺。同時，即便是自動的機器，也
會出現跑位情況，需要工人隨時在邊上關注切割的
均勻度和精準度，否則口罩的鼻樑位置會偏離。
適逢春節，吳勝榮說，公司在上月21日就停產放
假了，163個工人早早返鄉。但是當天早上看到了湖

北疫情的新聞後，他的公司決定當天重啟生產線做
口罩。
「工人都回鄉了，我們就召集了本地員工，還有

我和老婆都全部下到車間。」吳勝榮說，他們全家
帶着公司的管理層、後勤、保潔等十幾個人連續工
作了兩個通宵，在政府下達生產任務之前，趕出來
第一批產品。

日產七萬個 保質量標準
他介紹，公司的工人大多來自四川，現在每天至

少在車間工作8小時以上，全程需要站立工作。
負責在廠區管理的吳怡是上海居民。她說，儘管

每天都能回家，但下班要比平時晚很多，吃飯也都
在公司食堂解決。
吳勝榮補充，目前還有幾十個外地同事，除了一

名湖北籍同事，其他正陸續返回上海。大家已經齊
心協力共同奮戰了11天，日產量從復工之初的三萬
至四萬個，上升到現在七萬至八萬個。如果人力再
增加，產量還能更高。「關鍵還要確保質量都符合
標準，而且平價供應絕不漲價。」

電訊企武漢員工 堅持分發應急物資

工作家庭兩頭扛 出門防護做到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 武漢報道）中國聯通武

漢公司的員工晏振鳴說，庚子春節假期，他不像大多

數的武漢市民那樣留在家裡，而是在公司安排下負責

管理分發應急物資。從上月27日起，他每天出門上

班。一邊是必須完成的工作，另一邊則是確保自己和

家人的安全。他最大的感受是，「出趟門，真累」。

小區微信群裡，一名武漢肺科
醫院的醫生每天給鄰居們普

及常識，晏振鳴因此對病毒有更
客觀的認識。此前，他已經在家
隔離，並作好了各項準備。但接
到工作指令，他還是有很大的心
理壓力。
「要去公司就得出門，還要和

別人接觸，我不想因為自己的感
染波及到妻女。」所以，他仔細
地思考出門後的自我防護，避免
家人被感染。

「酒精噴得手背都皺了」
五天來，他不斷重複這些防護

流程：
酒精噴壺隨身帶；家中門把
手、開關消毒後再用；汽車方向
盤、座椅噴灑後再上車；口罩不
離嘴鼻；眼鏡戴好就不取下。
與同事說話保持1米距離；辦公

場所先用酒精噴霧消毒；有其他
人接觸的物品，如簽字筆、鑰匙
等，用完即消毒。
下班回家前，全身上下噴灑酒

精，衣褲在走廊脫下，放進塑料
袋，掛陽台；手機、門卡、車鑰
匙亦再用酒精噴灑消毒。摘取口
罩時，外罩面噴酒精、內罩面包
裹外罩面捲好用耳繩捆住丟棄，
再用除菌洗手液洗手臉和眼鏡。
晏振鳴笑稱，「感覺酒精噴得
皮膚吸收到都能被查出酒駕，手
背都皺了」。
據晏振鳴回憶，上月20日左右
收到信息，他覺得疫情有些嚴
重，就戴起口罩上班，並且要求

父母不要出去吃年夜飯；現在看
來，當時的決定絕對正確。
疫情發生後，中國聯通武漢公

司啟動對口保障——由外地採
購、集中配送至武漢，避免公司
在當地因為物資短缺造成員工保
障缺失。自大年初三（上月 27
日）起，原本做人力資源工作的
他被公司安排負責應急物資的調
撥管控。

36小時完成醫院信號覆蓋
他透露，這些應急物資也提供

給負責雷神山醫院和火神山醫院
建設的通信建設施工單位和其他
負責通信保障人員。大家僅用36
小時就完成了兩座醫院的 3G、
4G、5G信號覆蓋，他頗為自豪。
雖然不是直接在一線為疫情的防
控做努力，但是在背後做好支撐
保障，也算是自己作為一個武漢
人對這場戰役的貢獻。
晏振鳴說，這個春節是讓他永

生難忘的經歷。沒有團年飯、沒
有親朋聚會、沒有紅包、沒有新
鮮空氣、沒有繁忙的商場採購、
沒有麻將娛樂、沒有煙花，甚至
連小區內往常孩子們的歡聲笑語
都沒有。
有的只是家中一日三餐，與女
兒長時間的相處，新聞裡不斷增
加的感染人數、從不休息的白衣
天使、四處為武漢努力奔波的快
遞員、義工（內地稱志願者），
還有源源不斷的物資和捐款。與
此同時，他也坦言，自己有很多
的負面情緒，很多的委屈和不
甘。
900萬人堅守和奮鬥的春節，是
晏振鳴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僅有
的一次體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 昆明報道）為緩解
口罩緊缺，雲南省內的醫用口罩等相關生產企業已
全部復工復產。
因為人手短缺，位於昆明市富民縣的吉聖祥醫

藥器械有限公司在微信朋友圈發了一條招人信
息。沒想到，不到一天，公司負責人就接到了上
千個應聘電話，大家還紛紛表示不要報酬。公司
發佈的信息中說：「疫情緊急，醫院物資匱乏，

我公司正組織員工加班加點生產，現急需縫紉工
20名」。
消息發出後，富民縣各地群眾迅速響應，公司負

責人一天接了上千個應聘電話。第二天一大早，公
司門口中就聚集了大量前來應聘的人員。她們中有
21位婦女黨員，包括在放寒假的大學生以及熱心市
民。大家不約而同表示，不要報酬，只盼能為抗擊
疫情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

雲南口罩廠全復產 千人報名做縫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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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振鳴（右）接受運至武漢的防護消毒物資。 受訪者供圖

◀僅36小時，雷神山醫院和火神山醫院的3G、4G、5G信號覆蓋即完成。圖為火神
山醫院通信網絡施工現場。 網上圖片

■雲南省的口罩生產企業加班加點進行生產。
受訪者供圖

■上海大勝衛生用品製造有限公司的工人們在分揀下線的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
中新社報道，正值寒
假，從大陸回到台北
過年的苓夢，把家裡
的書房佈置成臨時直
播間，晚上8點準時
戴上耳機，開始了她
的電競主播工作。

福州求學
圓夢電競
苓夢在兩岸電競圈

小有名氣，目前在讀
福州大學人文學院漢
語言文學系大三。
幾年前，她受定居

武漢的姑婆之邀首次「登陸」，到武漢、上海走訪之後
有了到大陸發展的念頭。如今，疫情下的武漢封城已是
第9天，她倍加關注。
鮮少在遊戲裡聊天的苓夢，遇到戰區定位在武漢的玩

家時，就會停下節奏，特地「互道加油，彼此鼓勵」。
苓夢從小顯現出玩遊戲操作和反應的天賦，從魔獸到

英雄聯盟再到如今的王者榮耀，段位頗高。來大陸讀書
前，已經有台灣電競俱樂部邀請她加盟。
來到福州，苓夢更有了用武之地。她告訴記者，來到

福州沒多久，她就毛遂自薦成為福州大學社團聯合會
《百團納新》直播主持人，並獲得英雄聯盟高校賽青
睞，成為電競女主播。去年底，她還加入了RE女子電
競俱樂部。
夜間直播成為她的生活常態。在福州，她每天傍晚6

時半，都將搭乘地鐵去福州萬寶商圈附近的電競館工作
至深夜。
作為王者榮耀項目解說，芩夢曾遠征東南亞國際戰隊

交流賽等。她也曾赴韓國參加釜山BCFC國際藝術節。

冀留大陸 祝福武漢
還有一年，苓夢就要畢業了，她計劃未來簽約解說藝

人。她坦言，本打算是畢業後就回去，「因為接觸了電
競之後，我就打算一直留在大陸這邊了。」她也希望兩
岸電競選手能聯合起來，在二次元空間實現無隔閡的融
合。
當下，因為疫情，大中小學推遲開學，苓夢在台北家

中靜候開學。「武漢很美，人很熱情友好。」她在社交
媒體上祝福，「希望春暖花開的時候，武漢就能好起
來。」

■台灣電競主播苓夢是福州大
學人文學院漢語言文學系大三
的學生。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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