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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通用技术

集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第一时间落

实国资委关于抗击疫情宣传工作各项部

署，采用多媒体融合方式，引导正向舆论，

加强内外联动，展现人文关怀，全方位

彰显集团抗疫“国家队”形象，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

良好的舆论支撑。

“快”字当头，抢占新闻舆论高地

在这场举国抗击疫情的大战中，通

用技术集团第一时间响应国资委宣传局

和新闻中心的各项工作部署，自 1 月 23

日即开启了抗疫相关新闻报道和防疫宣

传，坚持四十多天连续作战，充分展现

集团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所发挥

的中央企业“顶梁柱”“压舱石”作用，

在社会公众中赢得了良好的企业声誉和

广泛的舆论支持。

一是聚焦重点、突出特色。作为以

先进制造与技术服务咨询、医药医疗健

康、贸易和工程承包为核心主业的中央

企业，通用技术集团充分发挥主业优势，

深度参与此次疫情防控工作。宣传报道

工作聚焦集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国资委工作要求，结合核心主业特点，

大力宣传相关单位在加强医药医疗物资

供应保障，抗疫物资研发生产、药品开

发和产业链整合，开展患者救治、派出

医护人员参加援鄂医疗队，承担医疗设施

建设等方面开展的各项工作。其中，集团

向疫区捐赠 3000 万元并设立 10 亿元专项

保障资金和集团所属中纺院防护服面料不

涨价承诺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公众对集团关注度明显提升。仅一个月时

间，集团官微粉丝净增长 10%，快手粉丝

净增长 48 倍，抖音粉丝净增长 4.6 倍。

二是典型引路、讲好故事。着力做好

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的宣传，深入挖掘和

及时报道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干部员工先进

典型，着力组织宣传好抗击疫情过程中涌

现出来的鲜活事迹，讲好典型人物的感

人故事，展示集团和各单位的良好形象。

宣传报道力求贴近基层、贴近一线，通过

一线先进人物的典型事例充分展现集团各

层面与全国人民一道坚定信心、同舟共济

的坚强意志。截至 3 月 3 日，外部主流

媒体共发布涉集团及所属企业的重点报道

1307 篇，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

新华社、《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工

人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日报》、

《学习时报》及国资小新、国资委网站、

国资智库等。新浪、网易、搜狐、腾讯、

今日头条、澎湃网等商业媒体及新闻客户

端同步进行了大量的跟踪转载。

“联”字为要，打通内外宣传管道

围绕所属各单位开展的各项抗击新冠

肺炎工作，集团从宣传题材的策划到报道

素材的采集，从宣传线索的发掘到生产信

息的统计，既与国资委新闻中心、中央电

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外部媒

体形成联动，又在内部各成员单位之间

进行有效的联络沟通，实现内外新闻信

息线索的高效沟通互动，凝聚起众志成

城、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

建立有效沟通机制。在对内方面，

集团在春节假期伊始就成立了“通用备

战疫情宣传群”，对集团整体宣传工作

进行统一组织和协调沟通；在对外方面，

密切关注国资委新闻中心搭建的“央企

抗击新冠肺炎工作群”，及时获取国资

委新闻中心各媒体平台、各大媒体的策

划选题和稿件需求等信息，有针对性地

开展素材收集、整理和报送工作。比如，

集团根据社会关注防护用品热点，适时

发布《我日产 3 万米防护服面料，谁能

帮忙制成“战袍”？急等你来！》的“喊话”

文章（阅读量达 15 万 +），经多家主流

媒体微信、微博等转载后，在社交网络

上引起热烈反响。仅一周时间，新华社

新华视点在微博上发起“谁来帮忙制成

战袍”超级话题，阅读量高达 470.4 万，

相关微博阅读量高达239万，转发1130次，

评论 394 条。中国之声微博、国资小新

微博、广东共青团微信公众号、《人民

日报》海外版等各大媒体也纷纷进行转

发和跟踪报道，引发数千网友热情留言。

春节以来至 3 月初，集团官方微信公众

号推送抗疫报道99篇，总阅读量近59万；

集团内网“抗击疫情 集团在行动”专栏

发布信息 1077 条（含媒体报道 955 条）。

运用立体化宣传手段。除文字和照片

资料外，此次宣传工作还收集、制作了诸

多视频资料，并根据电视台、广播电台播

出需要，录制剪辑专题采访音视频，取得

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截至 2 月底，中央电

视台、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北京电视

台，央视频、新华视频、国资小新“守卫

幸福”系列视频等主流媒体不同程度报道

了集团抗疫行动或采用相关素材。同时，

集团还尝试入驻百度百家号和腾讯新闻，

多平台传播集团品牌形象。截至 3 月 4 日，

集团在抖音、快手、腾讯新闻短视频平

台上发布抗击疫情相关视频 50 个，总浏

览量达 1871 万，其中 15 个超过 10 万浏览

量，9 个超过 50 万浏览量，最高浏览量

达 257 万；在百度百家号上推送 6 篇文章，

阅读量最高达 19.8 万。

“暖”字作底，彰显特殊时期人文关怀

通用技术集团此次抗击疫情宣传报

道工作，不仅着眼于社会关切和新闻热

点，而且坚持打造有温度、有品质、人

性化的报道，坚决摒弃“低级红”和“高

级黑”，力求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的同时彰显浓厚人文精神和人性化关怀。  

打造全媒体立体宣传。通过集团公

司报纸、杂志、网站及新媒体开辟的抗

疫专栏、专版、专刊，发挥各类媒体平

台优势而各有侧重。报纸基于先进个人

角度收集材料，刊发日记、随想类文章；

杂志突出“一线抗疫英雄谱”和先进集

体的典型事例；网站综合收纳中央有关

精神和集团部署、主流媒体对集团报道、

防疫安全常识等较大篇幅的文章和视频

资料；微信偏重多媒体的生动报道，兼

顾先进单位和典型。同时，集团还定期

推出《战疫先锋专报》向各二级公司党委、

集团总部各机构党支部广泛宣传抗击疫

情中涌现的典型事迹，在集团系统内营

造出浓厚的褒扬先进、激昂奋进的氛围。  

加强疫情防控科普。根据防疫工作

要求，利用内外部网站、微信公众号、

微信工作群、办公邮箱、办公大楼电梯

屏幕、电子显示屏等平台，结合工作场所、

室外活动、日常生活等不同场景，兼顾

儿童、中青年、孕妇和老人等不同群体，

宣传抗疫生活常识、返岗复工需知、EAP

心理援助服务等，切实做好集团全系统

科学防控工作，保护职工生命安全和身

心健康。截至 3 月 3 日，集团系统各级

单位微信公众号、微博推送抗击疫情科

普文章 425 篇。

探索新颖报道角度。综合采用文稿、

短视频、海报、漫画等方式，开展个性

化疫情宣传，不断探索新的报道角度。

比如，策划组织制作抗疫药品采购、援

鄂医护人员出征、复产复工等专题的系

列海报、手绘漫画；策划一线医护人员

抗疫日记、家书，基层抗疫人员火线入党，

援鄂人员“暖心瞬间”等报道；策划制

作医药医疗板块企业抗击疫情、集团所

属中纺院生产防护服面料、海外机构多

语种为武汉加油等视频。

【作者单位系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作部】

疫情之下，口罩已经成为生活必需

品。公众场合佩戴口罩也成为了硬性要

求。因此，口罩已经成为官方统一调配

的物资。在广州、深圳、杭州等多个地区，

已经发起了公众提前预约申领口罩的业

务。

这是一场只能由中国制造业来完成

的自救。除了中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

家具备足够的产能与足够长的产业链来

供应14亿国民每天至少1个口罩的需求。

而且就目前情况而言，疫情正在进一步

向其他国家蔓延，他国自身口罩需求也

将大增。不难想象，当我国疫情得到控

制后，也将继续生产与输出相关的医疗

防护产品。

正因如此，很多非口罩生产企业也

加入了这场战役，转战口罩生产。然而

隔行如隔山，有些企业可以迅速增产，

但有些企业却只见投入，不见回报。

谁在生产

最先动起来的是离市场最近的企

业——以稳健医疗为代表的大型医用敷

料企业，口罩作为集团业务的一部分，

所使用的原材料、生产工艺与其他业务

有相互勾连的地方，能够快速抽调资源

到口罩生产上，迅速增产。

然后就是具备类似的原材料储备、

生产基础条件的企业。还有纸尿裤厂商

与卫生巾厂商。比如福建福清市的纸尿

裤商家“爹地宝贝”就改造了自己的生

产线，新增设备、协调材料和工人，开

始生产口罩。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虽

然工艺、材料有相似之处，但经过参数

调整和设备修改，被改造成口罩生产线

之后，价值 1000 多万的婴儿纸尿裤进口

生产线两端报废，之后的价值只有原来

的五分之一。

另外一个重要的口罩应急生产力则是

具备基础生产条件的企业。它们基本身处

高精尖行业，比如汽车、医药、电子等行

业，有能够改造成医用口罩生产所需要的

万级洁净车间。洁净车间即空气悬浮粒子

浓度受控的房间，温度、湿度、压力均在

受控范围内；而万级则表示，室内每立方

米空间的微粒数不大于 1 万个。

据了解，一直倡导民族品牌的格力

也加入了这场战役中。格力此次销售的

口罩是 KN95 防护级别的一次性口罩、医

用级别一次性医用口罩。前者 50 只装每

盒 275 元，后者 50 只装售价 150 元。按

购买规定，由于口罩类物资优先支援抗

疫一线，供应短缺，预约成功后，每人

每天限购 1 盒。

2 月 20 日，广汽集团口罩正式批量

生产，从试生产到正式批量生产，仅用一

周时间。比亚迪牌口罩产能可达 500 万只

/ 天。除此之外还生产消毒液。服装纺织

行业除转产口罩，更多转产防护服和隔离

衣。红豆集团防护服产能可达 90 万件 /

月，隔离衣 30 万件 / 月，口罩 300 万只 /

月。依文集团日产防护服 5000 件，隔离

衣 10000 件。一些化学制品企业则转产消

毒液、医用酒精等。红太阳未来三个月医

用酒精产量预计超 7000 吨 / 月，宝丰能

源医用无纺布原料日产 1000 吨。

转产口罩背后到底为什么

面对医疗设备和医疗产品的巨大缺

口，尤其是口罩数量的奇缺，包括富士康、

比亚迪、五菱、广汽等车企在内的各行

各业、大小规模不一的生产制造企业都

开始转产口罩。

财经专家张平认为，生产制造企业纷

纷转产制作口罩是明智之举。首先，由

于疫情原因，人们短期会减少出行次数，

原本的购车计划会取消或往后延迟，这

使车企陷入困境。而这些企业有大量的

生产车间和生产员工，为了能够生存下

去，生产制造企业不得不选择现在市面

上需求量大且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口罩。

这样可以在短期内解决员工的就业问题，

而企业也能更好生存下去。

再者，企业也要尽一份社会责任。

车企此时转战口罩生产，也能为国分忧。

就像通用五菱对媒体所说的：“国家需

要什么，我们就开始生产什么。解决国

家目前面临的困难，是一个大型企业的

爱国气节。”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车企转产生产口

罩可以提高其知名度。大家在购买了车

企生产的口罩后，就会对这些生产口罩

的车企，有深刻印象和了解。这无疑还

可以给企业做了一个免费的广告。等到

春暖花开，疫情过去，车企开始恢复汽

车生产时，必有很好的效果

最后，现在国家最紧缺的就是口罩，

如果生产制造企业转产口罩，肯定能受

到国家出台的利好政策扶持，比如一些

抗疫情的贷款。此外，制造企业在转产

口罩后，只要符合相关标准，各级政府

都会照单全收，并不愁口罩卖不出去。

但也只有真正经历过跨行业转产的

企业老板能体会到其中的种种不易，并

非一拍脑袋就可以轻易转变的事情。而

要想生产出质量优良的口罩更是不易，

多少企业老板为此付出大量人力财力，

在经济和精神上已经透支。

转产背后的艰难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何况是在疫情

这样紧急关头短时间转产。

打造一条完整的口罩生产线听起来

似乎并不难，除了需要洁净或无尘的车

间，还需要口罩本体制造机及其他自动

化设备。机器的作用主要是让三层无纺

布焊贴成一片，再附上金属鼻夹、口罩

带后，口罩大致成形，便可打包装箱发

往市场。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曾经在福

建南平做建材生意的于国宏，不顾合伙

亲戚反对，转产口罩，却在口罩机订购

上栽了跟头。

“我们没有人指导，只能自己在天眼

查上一家家工厂去摸索，从供货期、价

格以及性能等方面来筛选。”口罩设备

生产企业在全国不超过 100 家，专业大厂

少，且优先供应政府采购，于国宏先前

锁定的七八家工厂都一一回绝。

无奈之下，他和同事只好开始检索一

些临时转产设备的工厂。经过近半个月

折腾，终于敲定一家，“它以前没有生

产过口罩机，我看规模还算过得去，有

2000 多人。”双方签订合同，每分钟生

产 80-100 只口罩的自动化设备协商价格

是 52 万元，打包机等费用另付，交货日

在 3 月 8 日。

而打款几天之后，于国宏突然收到设

备厂来电，称出于某些原因，设备产量

没法达到每分钟 100 只，只能保证每分钟

80 只的水平。意识到自己被忽悠，于国

宏很气愤，“三四十万元的自动化口罩

机一般都能（每分钟）生产 100 只，我花

了 50 多万元，当初签合同时就已经很委

屈，又临时变卦……”

周围转产企业购买设备的惨痛经历，

让更多的忧虑浮上于国宏的心头。

“我认识的一个老板，残疾人，不

太会用网购，花了 13 万块钱订口罩打包

机，约定 2 月 15 日发货，等到快 3 月份

了工厂还没发货。还有一个老板，花了

四五十万买回来的口罩机根本不能用。

缺少一个零配件，机器就是一堆废铁，（工

厂）不负责安装，也不负责维修，什么

售后都没有。这个行业存在很多的坑、

很大的风险。”于国宏说。

在另一家名为“邵武云蕊日用品有

限公司”的一个临时口罩生产车间里，

30 多名员工，每天都从早晨 8 点上班，

一直工作到晚上 9 点。

这本是一个生产日用品的车间，原来

的围裙、洗衣袋等产品的生产原料都丢

在一边，口罩原料“反客为主”成了“主

角”。

已经好多天没睡好觉的官建雄，是云

蕊日用品公司的总经理，最近这段时间，

他一边忙着手工生产口罩，一边忙着采

购自动化口罩生产线的设备和原料，一

边还要忙着自动化口罩生产车间的改造，

自己仿佛有了“三头六臂”。

应急转型生产，缺乏经验。员工们只

能不断地在生产加工过程中摸索、磨合，

通过裁、剪、车等工序，一个个手工生

产的口罩，越来越快地下线了。但为了

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口罩，员工和老板经

常加班加点，疲惫不堪。

但无论怎样，各路企业正在让转产成

为支援，也成为自救。

口罩转产风光背后

本报记者 / 贾紫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