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工复产，人是关键要素。一方面，心
系远方的你；一方面，关爱坚守的他，高新区
在复工复产的大潮中抢占先机。

在高铁无锡东站，梅村街道规划建设房
管科科长朱军与他的伙伴们，自2月15日起
至今，已坚守了10多天。两张办公桌、一个
简易棚，就是他们的阵地。

“整个高新区返锡人员自东站抵达无
锡，均由我们负责统一转运。”据朱军介绍，
这样做，一是出于疫情防控需要，二是出于
人文关怀之需。朱军和他的同事们，每天负
责转运上百人，从6：00工作至23：30。非常
时期，高铁时有晚点情况发生，工作人员常
常值守至凌晨2：00左右。

梅村街道负责无锡东站，由新区公交配
置3辆公交车进行转运：凑满10人发一班车，
将返锡人员安全送至其所在的街道、社区、企

业，接受隔离观察，整个过程无缝对接。
在无锡火车站，也有同样一群“摆渡

人”，他们来自江溪街道。相比东站，江溪街
道的转运任务更重：高新区企业人员返锡抵
达这里，均由他们负责转运，他们分为4个班
组，实行3班轮流上岗，24小时驻扎在火车
站。这里日均配备7辆公交车，最高峰时有
18辆公交车连轴转运，转运模式与火车东站
相同，实现随到随报、随报随接、随接随收。
至记者截稿（2月25日24：00），他们已安全
转运外来务工人员862人。

重点项目、重大企业以及一部分有订单
在手的企业春节不放假，也为高新区高质量
复工复产奠定扎实基础。凯利公社是无锡
最大的青年蓝领工人集中居住区。春节期
间，园区有近1.5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坚守无
锡。凯利公社综合管理办公室副科长钱进

告诉记者，园区共有11幢公寓楼，除2幢单
身公寓外，其余都是集体宿舍，疫情防控压
力很大。“只有严防死守，才能安全复工。”凯
利公社综管办、特勤、城管、保安以及志愿者
等，分早、晚两班在这里“把关”，从8：00到
23：00，不敢有一丝松懈。

助力返锡人员及时返岗的，还有核酸检
测集中采样点的医护人员。高新区企业返
锡人员，隔离观察6天后，可统一至鸿山街道
的集中采样点进行核酸检测，报告呈阴性者
可提前结束隔离返岗。核酸检测自2月14
日开始，至24日共检测1923人，其中居家观
察人员150人。

接站处的“摆渡人”，集中居住区的“公
寓管理员”，集中采样点的“采样员”，个个超
负荷工作，每个人的嗓子都是嘶哑的，他们
是助力复工复产的幕后英雄。

基层的力量
接站处的“摆渡人”，集中居住区的“公寓管理员”，核酸检测的“采样员”等，是复工复产的幕后英雄

2020年2月22日，航亚科技在企微云
新闻公告平台上，向全体员工发出一封信：
截至2月22日，公司复工率达90%。早在
2月10日，公司负责人曾为返岗率急得跺
脚。

企业的难，政府感同身受。空港经开区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人们还“宅”在家中
过节抗疫时，空港经开区50多名企业指导
员及时转换身份，成为企业督导员。一字之

差，工作重点从单纯指导企业做好防疫工作
向兼顾复产复工倾斜。在空港经开区积极
协调下，航亚科技外来务工人员顺利返岗，
产能快速恢复。这才有了开头一幕。

在高新区，复工复产不仅是企业的事，
还是全区的大事。为推动企业复工复产，高
新区组织区级机关人员600多人下沉一线、
主动对接、靠前服务。他们中有指导员、督
导员，还有服务专员，名称不同，目标一致：

解读复工复产政策、挑战夜战审核企业复工
备案材料、协助外来务工人员返锡、打通企
业上下游物流通道，通过事无巨细的服务，
为企业复工复产成功清障。

口罩是复工复产的标配，部分企业被一
只口罩难住了。区商务局想尽办法从各个
渠道组织货源，为部分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正因为政府为复工复产保驾护航，车间内的
热乎劲很快回来了。

政府的力量
600多名机关干部下沉一线，指导员、督导员、服务专员，不同的名称，同一个目标：助力复工复产

高新区复工复产，科技的力量始终在澎
湃。

区工信局2月5日紧急开发“无锡高新
区企业复工和疫情防控工作平台”，2天后系
统上线，全区企业可以在线提交复工备案材
料。

与此同时，一张“数字天网”也已拉开：复
工企业通过线上平台上报在岗员工数量、健
康状况、防控物资库存、产能利用率、防控主
体责任落实等信息，每日汇总，全区企业复工

动态一目了然。企业还可以通过平台提交需
要政府协调解决的问题，能够解决的第一时
间解决，不能解决的及时移交职能部门解决
或向企业作出解释说明。

2月21日，朗新科技仅用24小时开发的
“锡康码”，成为无锡人的出行标配。而早在
此之前，高新区已推出复工企业查询平台，计
划返锡的员工可以登录平台查询信息并生成
二维码保存，作为回家“通行证”。

此外，当其他地方开始“抢人”式复工时，

高新区已开始“抓项目”式布局。2月18日，
区科技部门通过5G连线推出“线上签约”，
27个重大科技项目集中签约，抢抓发展窗口
期、提前量，让本以为“签约延期”的合作伙
伴，在看见高新区速度的同时，也看见“高新”
之光。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正是有了每
个高新区人的付出，才有了文中开头那组漂
亮的数据。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一年之计
在于春，一切才刚刚开始。

科技的力量
搭起“数据桥”、做好“数字天网”，借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精准防控与指引回家结伴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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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滴”新吴区图书馆鸿山街
道分馆（鸿山图书馆）小粉丝——后
宅中心小学二年级的朱昱涵向管理
员发来了打卡课程视频，每天线上
打卡已成为她寒假生活的一部分。
昨获悉，虽然新吴区图书馆自1月
24日起实行闭馆，暂停到馆读者服
务和各项活动，但闭馆期间，新吴区
图书馆及各街道分馆“线上图书馆”
不打烊，丰富的无门槛数字资源服
务，满足不同年龄层读者的阅读需
求，让读者可轻松开启“宅家云阅
读”模式。

鸿山图书馆针对青少年发起网
络活动公益课程，管理员每天发起
活动主题，结合主题青少年录制短
视频，活动参与简便，促进亲子互
动，让孩子足不出户就能学到各种
小知识。同时，该馆在网络平台上
提供各种学习资源，让网络课堂更
丰富有趣。该馆还通过推荐爱心接
力为武汉加油祝福、写给孩子们的

“冠状病毒”绘本等内容，大力宣传
疫情防控知识。

据了解，新吴区图书馆闭馆期
间，将服务从线下转为线上，读者通
过“无锡高新区（新吴区）图书馆”和
微信公众号“无锡新吴区图书馆”，
绑定借书卡，可以任意查阅和试用
平台提供的各种优质数字资源，包
括网络教学、数据库、本地文献、数
字图书、数字期刊、数字图库、视听
资源、数字报纸、外文数据等9大
类。通过“吴韵书香”APP，读者可
以免费下载新吴区图书馆内近百万
册图书，看到实时更新的300多种
报纸和200多种期刊，还可以通过
个人图书馆管理，报名参加图书馆
的各项线上活动。

另外，在闭馆期间，新吴区图书
馆为图书到期或即将到期读者进行
了延期处理。开馆后也会根据疫情
情况以及读者具体情况增加图书借
阅延期时限。 （刘丹）

“线上图书馆”不打烊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肺炎
疫情，高新区企业利用技术优势，及
时推出有针对性的产品，以科技力
量助力疫情防控阻击战，彰显企业
的责任担当，为防控疫情发挥了独
特作用。

快速检测新型冠状病毒(2019-
nCoV)核酸，对疫情防控十分重要，
高新区企业在这方面表现了不俗的
实力。江苏奇天基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
预防控制所联合研制成功的新型冠
状病毒(2019-nCoV) 核酸等温扩
增快速检测试剂盒，可实现8-15
分钟检测出结果，是目前市面上检
测速度最快的试剂盒之一。无锡科
智达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新型冠状
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系列
产品，可在30分钟完成核酸检测，
最快8分钟出结果。

抗击疫情，企业临危受命不负

众望。高新区重点科技企业——亿
利集团无锡分公司本身具备转产医
用防护口罩条件。在政府号召下，
无锡亿利分公司成功转产N95口罩
滤材，批量转产后可日产100万只
医用口罩滤材，极大缓解无锡市口
罩生产原材料需求。为保障防控物
资供应，大年夜开始，GE无锡工厂
始终灯火通明，其生产的便携式超
声设备、监护仪等防控保供物资第
一时间发往武汉。

除了直接提供防控物资外，高
新区一些科技企业还利用自身渠道
优势，跨国采购防疫物资支持战

“疫”。疫情发生后，无锡祥生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横跨五大洲紧急
采购 N95 口罩和防护服。2 月 5
日，祥生医疗将从海外运抵无锡的
近4万只口罩、8000多件防护服无
偿捐赠给无锡市卫健委，并火速发
往一线抗“疫”战场。 （张民）

高新区科技企业硬核战“疫”

疫情防控牵动着每个人的心，
新吴区众多志愿者挺身而出，不顾
个人安危，舍小家、顾大家，筑起一
道道抗击疫情的防线。记者从相关
部门获悉，到目前为止，新吴区共出
动志愿者超6.8万人次，成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一支生力军。

服务疫情防控，党员冲锋在
前。疫情发生后，新吴区通过“文明
新吴”微信公众号发布招募志愿者
令，不到一天就招募到了443名以
党员为主体的志愿者，迅速组建了
抗击疫情党员志愿先锋队，分赴辖
区14个重点交通枢纽和重点防控
区域参与一线协勤工作。

投身战“疫”中，各界志愿者显
担当。沈繁星和沈皓月是一对双胞
胎志愿者，姐妹俩在省道S230卡口
检测处为进入无锡的司乘人员测量
体温，询问相关情况。“小时候有别
人保护我们，现在我们也能为保护
别人出一点力。”姐妹俩说。钱晓明
是鸿泰苑二区的一名退伍军人，加
入志愿者队伍以来，他白天巡逻，晚

上站岗，24小时轮值。“作为一名退
伍军人，面对疫情，我就要冲在前
面，抗击疫情必须算我一个。”他说。

战“疫”无国籍，防控工作全覆
盖。江溪街道卫星社区有来自美
国、英国、韩国等24个国家的800
余名外籍居民，社区第一时间组建

“外籍人士防疫工作小组”，组织辖
区英文较好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加
入，为社区外籍人士及时提供相关
咨询和协助。

除了线下服务，志愿者还积极参
与线上服务。近期，新吴区开通了

“新吴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指导中心
心理支持热线”“新吴区教育局心理
支持热线”等心理咨询平台，招募线
上心理咨询社工。一大批社会组织、
企业党员踊跃报名，超过100位志愿
者进入初筛名单。新新人力资源开
发有限公司成立“抗击疫情 云上服
务——新新之火”志愿服务队，及时
解答企业疑惑稳定人心，以线上“春
风行动”保障节后用工需求，有效缓
解了企业和员工的焦虑。 (安宇）

为防疫新吴区出动志愿者超6.8万人次经济保卫战：一年之计在于春
—— 一份关于高新区高质量复工复产的报告

本报记者 单红

复工复产的大潮中，无
锡高新区“火”了！

从人民日报、新华社，到
新闻联播，从科技日报、新华
日报，直至地方主流媒体，均
以醒目版面、黄金时段，刊播
高新区复工复产相关报道。

高密度的宣传，源自高
质量的复工复产。高压工业
客户用电指数全市最高、
5302家工业企业100%复工，
845家规上工业100%复产，
百强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达
75%，一组漂亮数据，喻示高
新区在经济保卫战中迎来

“开门红”。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在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中，
高新区以最坚韧也最管用的
方式，奋战在疫情防控战与
经济保卫战两条战线上——
上下一盘棋、条块一股绳，区
级机关、街道、社区、企业共
同发力，两手抓、两手硬，双
翼齐飞，高质量复工复产展
翅翱翔。

阳光明媚、春暖花开，公园、商场等休闲场所逐步放开。在高新区（新吴
区）的新洲生态园记者看到，游客入园需佩戴口罩，测量体温，出示“锡康
码”。图为游客在景区内戴着口罩赏花。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市民外出
仍需做好个人防护。 （刘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