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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動員部署和組織協調，進一步完善工作機制，動
用中央儲備來保證疫區需要

聚焦重點骨幹企業產能挖掘，全力協調解決原材料等
突出問題，會同有關部門協調解決物流運輸、進口通
關等問題，快速增加有效供給

推動出口標準和中國標準的銜接，使符合歐盟標準、
美國標準的出口產品能夠在中國的一些領域中使用

加強國際合作，推動國際採購來解決國內需求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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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中國工信部2日召開的新聞

發佈會披露：中國口罩的產能大約是每天2,000萬隻，目前產能恢

復率60%左右，按照總產能一天口罩的產量超過1,000萬隻；醫用

防護服日產量也已經達到了2萬件，基本用於湖北和武漢地區。工

信部新聞發言人、運行監測協調局局長黃利斌強調，發往湖北的醫

療物資將閉環管理，確保疫情防控物資生產調運全程可控、按時運

抵武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
廣州報道）在廣州海關所屬廣
州白雲機場海關，全天24小時
均有進口捐贈醫療物資通關。
截至2月1日，經廣州白雲機場
口岸貨運渠道本地清關以及通
關一體化進口的醫用口罩、防
護服、護目鏡等疫情防控物資
超過1,000萬件，其中，相當一
部分由海外僑胞捐贈。
近日，一批70,000隻進口捐

贈醫用口罩飛抵廣州白雲國際
機場。廣州白雲機場海關開通
「綠色通道」，採用先登記放
行，後補辦相關手續的方式快
速放行。目前該批醫用口罩已
送往廣州市疫情防控一線。該
批醫用口罩由洋葱集團向廣東
省慈善總會捐贈，最終使用單
位為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
廣東省人民醫院、廣東省第二
人民醫院、南方醫科大學南方
醫院、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廣
州市第八人民醫院、廣州醫科

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廣州醫科
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等。
「在知道目前醫療防護用品

緊缺後，我們馬上組織海外分
公司和供應鏈團隊調集、採購
醫用口罩等物資，無償捐贈給
疫情防控一線的醫院，為疫情
防控出一分力。」洋葱集團副
總裁何偉成介紹，公司此前已
向武漢捐贈 40,000 隻醫用口
罩。

將加強跨關區協作
「我們打算以通關一體化的

方式進口一批口罩，在番禺海
關申報，從深圳寶安機場通
關。雖然我們事先預定了空運
倉位，但現在倉位爆滿，航空
公司沒辦法一次滿足，只能分
開兩次運進來，第一批空運233
箱，餘下 67箱搭乘下一個航
班。」廣州鴻碩供應鏈公司總
經理馮宇鋒向廣州海關所屬番
禺海關進口疫情防控物資快速
通關專用窗口的聯繫人袁曉霞

介紹情況。
2月1日，廣東接收的首批國

外非定向捐贈醫療物資在廣州
海關所屬廣州白雲機場海關通
關。廣東省僑心慈善基金會向
廣東省慈善總會捐贈從海外募
集的一批防護物資，包括1萬隻
N95口罩、5千件醫用隔離服、
4千個防護眼鏡。此批物資將在
廣東省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
的統一協調下，迅速投入省內
25家醫院（單位）的疫情防控
一線。
為進一步做好涉及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物資快速
通關工作，廣州海關在前期已
公佈4名負責通關、減免稅事宜
聯繫人的基礎上，匯總公佈關
區內26個職能部門和隸屬海關
單位的 57名聯繫人和聯繫方
式，同時，加強和全國其他直
屬海關的跨關區協作，運用全
國通關一體化模式為進口捐贈
醫療物資通關再提速。

穗機場設「綠道」醫療物資先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茅建興杭州
報道）2月1日下午15時左右，一名
乘坐GJ8100航班（名古屋-杭州）的
旅客來到杭州機場國際到達大廳行
李查詢櫃枱，詢問杭州機場是否有
抗擊新型肺炎捐贈物資的進港綠色
通道。經機場行查人員仔細查詢
後，得知該名叫唐升克的旅客竟然
孤身一人以行李託運方式攜帶了159
箱共24萬隻口罩類防疫物資進港，
而此時郵政的物流車輛已在機場內
等候，希望能夠通過綠色通道盡快
清關裝運。

海關機場開綠道助清關
了解情況後，一箱箱口罩在機場
地勤公司人員幫助下運抵國際行李
分揀區，地勤人員再分裝到30餘輛
行李手推車上。16時10分左右，唐

升克完成海關申報。之後，在大家
的幫忙下，這批愛心物資僅用10多
分鐘就完成了裝車工作，分送前往
溫州、紹興、新疆等地。
唐升克是溫籍僑胞，也是日本浙江

總商會中部分會會長。「這批口罩是
我們日本浙江總商會捐贈給浙江慈善
總會的，日本超市、藥局幾乎已買不
到口罩了，我找到日本名古屋的合作
夥伴，他倉庫裡還有許多口罩，聽說
我們要支援家鄉，就把貨平價給了我
們。我們又通過各種渠道從日本購買
調集了共40萬隻口罩，其中一些將捐
贈送往武漢。」
為順利將口罩帶回國。人在溫州

的唐升克 1月 30日乘飛機趕到日
本，將這批貨親自帶回。「雖然我
一個人，但一路上很順利，長龍航
空為我們開通了綠色通道，很多華

人在名古屋機場幫我搬運口罩，抵
達杭州後，海關、機場、郵政也給
了最便捷的通道，確保物資最短時

間完成了轉運。今天上午我們已經
送達溫州，下午還將送到平陽、樂
清的一線抗疫醫院。」

僑胞赴日運24萬口罩回國助抗疫

■一批醫療物資空運到達廣州白雲機場。
受訪者供圖

■機場工作人員協助唐升克順利轉運24萬隻口罩。 受訪者供圖

根據工信部最新發佈的數據，截至2
月1日24時，國內生產企業累計向

湖北發送醫用防護服13.6萬件，已抵達
11.7萬件；醫用N95口罩發貨13.4萬
隻，已抵達13.1萬多隻；護目鏡包括醫
用隔離面罩發送18.8萬個，已運抵11萬
個。

五類醫療用品需求大
黃利斌稱，醫療防護用品、醫療消殺
用品、檢測檢驗儀器設備、醫療藥品、
醫療器械等五大類100多個品種的醫療
用品需求量大，品種規格多，工信部進
行了品種的需求分析，研判需求增長態
勢，制定重點防禦措施的產能擴張計劃
以及開展計劃以實現供需協調匹配，按
需保障。
工信部消費品工業司副司長曹學軍在
發佈會上指，醫用防護口罩要求更高，
平時主要用於醫院的隔離病房、發熱門
診等特殊場合，平常用量不大，目前面
對疫情較為緊張。「當前市場的需求呈
現爆發性增長，我們的供應也存在這個
缺口，確實增加了市場供需的矛盾，國
家也採取了緊急進口措施彌補缺口。」

曹學軍稱，根據海關總署的數據，1月
24日到1月30日，中國7天共進口口罩
5,600多萬隻，這對緩解供給的矛盾也起
到一定的作用。下一步，內地將全力做
好口罩復產、擴產工作，提高市場的控
制能力。

推閉環管理統一調撥
黃利斌稱，按照國務院部署，聯防聯
控機制物資保障組根據武漢疫情防控需
求，對醫用防護服、N95口罩、醫用護
目鏡，負壓救護車及相關藥品實施統一
管理，統一調撥。國內出口加工企業向
湖北緊急調撥了部分歐標防護服，還有
一部分進口及海外捐贈的歐標、日標防
護服分期分批運抵武漢。
據介紹，目前工信部向部分重點醫用物

資生產企業派駐了特派員工作組，對醫用
防護服生產和發運情況進行督導，最大可
能增加產能，將當天生產的重點醫療物資
統一交由收儲企業運輸，定時調度、追蹤
運輸物流和到貨情況，實施閉環管理，確
保疫情防控物資生產調運全程可控、按時
運抵武漢，全部交給湖北省疫防控指揮部
統一負責調配和發放。

內地口罩產能恢復六成
日產逾千萬隻 醫用防護服日產達兩萬件 主供湖北

■■工信部表示工信部表示，，中國口罩目前產能恢中國口罩目前產能恢
復率復率6060%%左右左右。。圖為山西省一口罩圖為山西省一口罩
生產企業的員工在趕製口罩生產企業的員工在趕製口罩。。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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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
帥 北京報道）「老百姓有
很多概念不是太了解，N95
類型是不一樣的，戴一個防霧
霾的口罩到了病毒隔離區，這
其實也不安全。這個常識我覺
得我們有責任讓大家都去了
解。」工信部原材料工業司司
長王偉在發佈會上表示。

醫用N95日產能60萬隻
據他介紹，N95口罩至少有
三種，包括醫用類型、防霧
霾類型以及工業防護或者叫
非醫藥防護類型等。

根據工信部掌握的情況，目
前國內口罩企業一天產量超
1,000萬隻，但醫用N95口罩仍
然緊缺，每天產能60萬隻。
日常佩戴普通外科口罩，防

護作用是否已經足夠？工信部
副部長王江平2日在央視新聞
採訪中表示，普通居民只要不
到手術室和ICU病房，其實用
不着N95醫用口罩，使用普通
的外科口罩即可，「我專門去
請教了專家，請專家給我們做
了講座，專家本人就使用了類
似我這樣的口罩（普通外科口
罩）。」

防霾型N95口罩
不適用隔離區

新型肺炎疫情到了防
控關鍵時刻，內地各級
政府均成立了疫情防控
指揮部，以「戰時狀

態」高效應對疫情，這種戰略上的考
量，對盡早遏制疫情蔓延勢頭、打贏
疫情防控狙擊戰至關重要，也已取得
階段性顯著效果。但近日輿論也批
評，在剛性的頂格思維壓力下，過火
的防禦手段形成「超硬核」的防控體
系，不僅簡單粗暴，有違法之嫌，也
為科學防控疫情埋下隱憂。

據媒體報道，為避免外地返回人員
帶來疫情，部分地區「封村」、「封
小區」、「堵大門」等「土辦法」頻
出，使得不少人有家不能回。同時各
地政府要求基層上報各種信息，疫情
防控轉變成了填表格、報信息的文牘
化工作，特別是有武漢旅行史的人
士，普遍反映連日來接到市、街道、
社區、衛健局、宣傳部、教育局等各
部門電話不少於十來個。此外，不少
地方掀起捕殺寵物的風潮，不僅一些
流浪動物救助基地被要求硬性處理（處
死），1日微博上還爆出主人在醫院隔
離，社區人員強行將其寵物貓活埋的
消息，令不少愛貓人士情緒激烈。

一刀切或埋下隱憂
村委會、居委會、物業等機構禁止

居民回家，是否有足夠的法理依據？
一刀切地將人拒之門外，若其中有疑
似病例成了移動的傳染源，是否使防
控走向了失控？多個部門對同一人進
行同樣內容的問詢，是否也是一種形
式主義？粗暴地處理甚至虐殺寵物，
是否為社會衝突埋下隱憂？

當前正處於防控關鍵期，中國在短
時間內迅速動員，顯示出整個體制超
強的應變能力。面對罕見的洶湧疫
情，組織最強工作力量、採取最有力
舉措、執行最嚴格要求，當然是阻擊
疫情擴散蔓延的必然之舉，但過火的
防禦手段形成「超硬核」的防控體
系，落實到執行環節，還需要理性和
溫情考量。

一切以高效為原則，一切以有利於
人民為目的，才能動員最廣大人民群
眾，激發全社會的抗疫熱情，迎來戰
鬥的最後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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