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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昨日是廣東企業全面復工首日，香港文匯報記者當日走

訪珠三角部分企業了解到，除民生保障類企業外，珠三角不少企業生產線員工到崗率在五成以下。

有企業反映，各地出於疫情防控需要，對人員和車輛出入有嚴格管控，重點疫區員工更無法返崗，

還有部分員工出於健康考慮延遲抵粵，導致企業返崗率不足。同時，加之上下游物資尚未完全順暢

供應，企業在保證年前訂單和開拓新訂單上，存在較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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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廠復工日 員工半未返
上游企業未啟市 原料僅夠用3天

��$ 返工須先過三關 消毒測溫報行程
復工潮來臨，全國疫情防控也

進入關鍵時期。為打贏這場防疫戰爭，促
進安全生產，廣東企業在響應相關措施的
同時，還結合各自特色各出其謀。

「您在哪兒過年？是坐動車回來的嗎？麻
煩出示一下車票或者購票截圖。」在廣州創
維電子有限公司廠區入口處，工廠保安戴着
口罩和白色橡膠手套，正在詳細詢問返工人
員的相關信息。

管理有序 員工安心
進入創維電子廠區大門，必須經過「多重

關卡」：首先是消毒，消毒棚裡多台霧化機
正噴灑消毒藥劑，入廠人員必須停留 1 分
鐘；繼而測溫，保安用額溫槍逐一測量進廠
人員體溫；最後，保安仔細登記員工的身份
證、宿舍號、來穗時間、出發地、出行方式
等個人信息。

「平均每天要測3、4次體溫。」創維員工
衛轉萍說，按照公司要求，員工盡量安排住
在員工宿舍。宿舍每天消毒兩次，有專人檢
查。「比起城中村，住在宿舍更安全，有飯

堂、有登記，管理更加有序。」

急租宿舍 闢觀察房
為了安置因疫情防控不能回到出租屋的

員工和需要隔離觀察的返城員工，卡爾蔡
司集團在廠區附近緊急租賃了一整棟空置
宿舍樓，2月1日開始裝修、購置傢具並清
潔消毒，216個房間中包括了10間觀察房，

9日開始啟用。
工廠就餐問題，特別是食堂集體進餐，是

企業重點防範環節。有的企業要求員工進餐
需要相隔3米以上，有的企業用大塊紙板將
每一位員工隔開。有的企業甚至取消食堂用
餐，由專人負責打飯，送到每一位員工的工
位上或者宿舍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各地陸續迎來返工大
軍，在上海，不少單位
選擇了遠程辦公這一舉
措來減少人群集聚，
「遠程辦公是一個很好

的辦法，但相信也不會太久，現在我
們面對的最大問題其實是口罩採買困
難，我們的員工來自五湖四海，如果
真的出門去上班了，沒有口罩也不妥
當。」「80後」的琪琪如今供職於一
家小微型文化傳媒公司，擔任了人事
行政的她也承擔了尋找口罩供應這一
重任。

網絡現騙案 挫購物信心
琪琪表示，為了保障員工安全，

公司已經尋找到了酒精、消毒水等
貨源，但唯獨口罩現在仍緊缺，
「我在朋友圈看到有些口罩廣告，
首先發貨日期不能確定，有的商家
還有規定數量批發，比如一次性最

少買數千隻，我們小微企業可能消
化不了太多，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
網絡上好幾宗假口罩案例讓我們更
加猶豫，需要找到可信的商家購
買。」
琪琪展示着剩餘的棉口罩無奈地

說：「我一直沒有買到一次性口
罩，如果實在不行，我也只能用棉
口罩代替一下，我目前聯繫上一位
朋友，他們手裡只有僅剩的十幾隻
備用口罩可以提供，但這又遠遠不
夠，在購買口罩方面，我們還是在
繼續努力。」

排隊領口罩 或取五用二
同樣的擔憂，也發生在肖璽（化

名）身上。此前，上海公佈了可以
通過在社區登記領取口罩，「我前
兩天已經通過線上登記，但至今還
沒有收到確認信息，而且我聽鄰居
說，登記成功後也要去居委會和藥

房再排隊，拿到5個口罩的同時可能
也要用掉2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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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難求 微企叫苦

商務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

報道）疫情發生後，多家外資企業
暫時關閉在華分店或工廠，引發外
資撤離及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地位
的擔憂。對此，商務部新聞發言人
高峰昨日在京應詢表示，中國總體
吸收外資的綜合競爭優勢沒有改
變，將加大對外資企業的服務力
度，協助外資企業積極應對疫情。
高峰介紹，疫情發生以來，各級政

府都在積極幫助外資企業應對疫情挑
戰。商務部近日下發通知，指導各地
加強對外資企業的服務和保障，同時
優化創新招商引資工作，繼續推動外
資大項目落地。
受疫情影響，有部分國家限制中

國的船靠岸，中國的部分工廠也因
無法正常生產，面臨出口訂單違約
的問題。對此，高峰指出，正在密
切關注疫情可能對外貿產生的影
響。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正在積極
幫助企業，一些地方政府已經出台
了支持政策，一些具備條件的外貿
企業正在恢復生產。
他強調，當前沒有理由採取對國

際貿易進行干預的措施，中國正在
全力以赴應對疫情，我們有信心、
有能力、有把握打贏疫情防控阻擊
戰。世衛組織也高度評價中方付出
的努力和取得的進展，強調不建議
限制轉移、貿易與流動。希望各國
充分顯示團結與合作，共同努力，
戰勝這場疫情，為國際貿易的正常
開展創造便利條件。

廣州開發區的廣州創維平面顯示科
技有限公司，是當地一家規模以

上重點企業，昨天為年後首次開工，員
工返崗缺口十分明顯。

各地限出入 員工滯留老家
「我們到崗的員工約450人，到崗
率不足50%，以廣東、廣西籍為主，
湖南、江西、四川等省的返鄉員工，
絕大多數都還在老家，連我們的工會
主席都還滯留在湖北。」公司副總經
理黎傑偉說。
位於佛山的廣東嘉騰機器人自動化
有限公司，全體員工約400人，可以上
崗生產的只有200人左右。「很多工人
都還在村裡，或者由於交通管控出不
來，或者自己出於健康安全考慮延遲出
工。」公司副總裁陳洪波說。

產能難補缺 或現合同糾紛
工人返崗率不足，也導致企業產能
跟不上。同時，原材料供應企業開工不
足，更加劇這種局面。黎傑偉表示，公
司4條整裝生產線，員工數量只滿足兩

條線開機，日產能約3,600台
彩電，只去到正

常水平的一半。
除了工人，上游企業的物料供應問

題也比較突出，由於相關企業尚未開
工，生產所需的原料只能供應3天。如
果供應斷了，生產也無法繼續下去。
「除了加強與相關企業對接，我們

也在想辦法找更多供應商。不過，如
果更改供應商，還需要重新對接工
藝，這也會延緩生產進程。」黎傑偉
表示，目前跟進的都是供應年前的合
同訂單，如果產能跟不上，也可能產
生合同糾紛。「國內的訂單還好說，
都知道疫情因素不可控，但海外訂單
就不好說了。」

新訂單不足 影響今年業績
加藤機械人副總裁陳洪波表示，無

法足員到崗，不單影響年前的訂單，也
影響本年度業務開拓。「已有的訂單也
許可以通過加班加點補齊，但新訂單開
拓不足，整個年度的業務會有滯後，影
響整一年的業績。」
有受訪企業表示，接下來，還將進

一步和政府部門通力合作，盡快恢復
生產之需，保持整體生產能力，渡過
難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深圳原本較往年推遲近十天的
企業復工時間定於昨日正式開始。由於深圳迎來
返程高峰，為了控制疫情傳播，深圳市此前出台
了企業復工復產指引，要求復工企業實施報備制
度，做到防控機制、員工排查、設施物資和內部
管理的四個到位。因此，由於製造業常常是人口
密集的產業，即便做足準備功夫，申請復工也需
要等待。據香港工業總會珠三角分會彭先生說
法，目前其絕大部分會員企業均未獲得復工審
核，許多企業仍在等待通知，有港企坦言很憂心
訂單被取消。

製造業難網上辦公
從事鑄造設備研發生產的港企嘉瑞集團韓小姐表
示，雖然公司已準備好各類防疫物資，但位於深圳
及惠州的工廠尚未通過復工審批，亦不清楚何時復
工。她續指，因其公司出口佔比一半，遲遲不能復

工的話將影響他們訂單的交付，面臨客戶取消訂單
或者索賠的可能。因為他們客戶都是長期合作關
係，他們希望盡量說服客戶能夠理解。
對於網上辦公的問題，她坦言，「畢竟我們是製

造業啊，網上辦公不現實，因此，公司只能爭取盡
快復工。」

做足準備靜待復工
在深圳龍華設廠的港企力勁集團媒體負責人徐先

生則說：「此次疫情我們都購買好了口罩、消毒液
等物資，作好了應對的準備，但公司昨日還沒有通
過當地街道復工的審核，現在只有等通知。這將對
我們公司運營會帶來一些影響。對於未來要等多
久，我感覺比較難講，要看疫情控制的情況如
何。」
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本來中美達成首階段貿

易協議對他們帶來利好，但此次疫情無疑會對公司
海外業務造成影響。

復產審批需時
港企憂遭cut單

■上海OL琪琪只能用棉口罩代替一
次性口罩。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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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不少工廠的返崗缺口十分明珠三角不少工廠的返崗缺口十分明
顯顯。。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廣州有工廠為員工設置廣州有工廠為員工設置
消毒棚消毒棚。。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