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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爱民

“别看小唐年龄不大，但做起
事儿来井井有条，从他‘接手’隔离
宾馆，从未出过任何差错。他身上
没有年轻人的浮躁，更多的是踏
实、细心、耐心。”这是哈尔滨新区
防疫指挥部返哈隔离组隔离宾馆
负责人对“90后”志愿者唐英伦的
评价。

23岁的唐英伦既是松北区武
装部民兵预备役，又是一家广告公
司创始人。疫情期间，唐英伦经营
的广告公司网上接单，生意还不
错。然而4月14日，一个来自松北
区武装部的志愿者召集令，让唐英
伦立马放下手头的生意，跃跃欲
试。“防疫不是一个人、一座城的事
情，而是要万众一心。作为年轻
人，在国家有需要时，应尽自己所
能，何况我还是民兵，更应勇往直
前。”就这样，4月 14日，唐英伦主
动请缨作为志愿者进驻隔离宾馆
工作；4月15日，他来到景辰宾馆，
成为这里的负责人，而他的公司则
要暂时停业。

景辰宾馆主要接收疑似病例
和密切接触者，潜在危险还是有
的。“走进隔离宾馆后，每天都得把
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还要穿着厚重
的防护服，这让我清晰认识到病毒
的可怕。”唐英伦说，要想工作万无
一失，就需要清楚每个岗位的职
责，为此，他用一整天的时间熟悉
环境，并细分每个驻点工作人员的
工作职责，“这样可以按章办事，效
率更高，程序上连贯性更强。”

作为隔离宾馆负责人，唐英伦
工作职责是协调、统筹所有事项，
但在实际工作中他总是做得更多。

自从到隔离宾馆当职，唐英伦

的手机就成为热线，一天响个不
停。4月25日，唐英伦像往常一样
接起电话，一个愤怒的声音传过
来：“我检测没问题，都满14天了，
为啥不能回家？”面对隔离人员的
不满情绪，唐英伦言语安抚后感觉
效果不佳，便决定面谈。挂断电
话，唐英伦立即联系医护人员，让
他们继续打电话安抚，自己则忙着
穿防护服。

“你看，咱俩岁数差不多，我可
能会比你待得更久，我这不也好好
的嘛！再说，你隔离期虽满14天，
但按规定仍需再居家隔离 14天。
你家里有老人和孩子，不符合居家
隔离条件，你要是回去想没想过对
他们可能造成的影响……”唐英伦
站在门口，面对面耐心安抚隔离人
员。“开门面对面交谈，虽然存在风
险，但只有这样做才能看清他的举
动，真正触及他的内心。”唐英伦
说，看着密切接触者从过激叫喊到
低头不语，直至最后向他致歉，他
倍感欣慰。隔离人员长时间呆在
一个房间里，情绪难免不稳定，这
就需要我们换位思考，付出更大的
耐心做通思想工作。

在隔离宾馆里，疾控人员每日
三次定时消杀时，唐英伦会走进监控
室，隔着屏幕看他们工作，唯恐哪儿
消杀不彻底。用哈尔滨新区防疫指
挥部返哈隔离组隔离宾馆负责人梅
杰的话说，“小唐就像一颗螺丝钉，哪
里需要哪里钉！有这样一个好‘领
导’，隔离宾馆的工作人员干劲儿可
足了，隔离人员也更安心了！”

“这里隔离人员不清零，我就
不撤离！”唐英伦说，要站好每一班
岗，服务好每一位隔离人员。

唐英伦监测消杀情况。
本人提供

“90后”志愿者唐英伦

“隔离人员不清零，我不撤离”

□本报记者 陈贺

从 3月初来到隔离宾馆值守
至今，是王宏庆最初没有预料到
的。60多天，与隔离人员同处在
一个密闭的环境，身体的疲惫无需
多言，但因为内心有“不破楼兰终
不还”的信念支撑，他对工作的严
谨从未消减。

47岁的王宏庆来自哈尔滨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站，3月3日，作为松北区抗
击疫情第十一党员突击队的队员，
来到区某隔离宾馆担任负责人。

王宏庆说，这 60 多天不仅是
一份坚守，更是一种职责。他要把
担当大写在抗“疫”的战场上，把照
看好隔离人员的起居视为一名党
员应尽的责任。

王宏庆负责的隔离宾馆共有
50个房间，有2名民警、2至4名医
护人员和 10名酒店服务人员，主
要负责隔离国内其他高风险地区
返哈的务工人员以及确诊患者的
密切接触者。他的工作一边要按
照感控标准，穿上防护服做好相关
人员的隔离工作，一边要及时掌握
隔离人员的心理情绪变化，照顾他
们生活起居。

王宏庆说，个别隔离人员刚进
入宾馆时对政策理解不正确，会有
抵触情绪，他就根据每个人的实际
生活情况，做心理上的辅导，让他
们从主观心理上理解并接受隔离
的相关要求。“隔离人员有情绪的
波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要更多从
他们的角度想问题，并化解他们的
焦虑和不解。”王宏庆说。

在按标准满足对隔离人员日
常所需的同时，王宏庆还对他们进
行了心贴心般人性化的照顾。4
月初，一位湖北返哈的孕妇进入隔
离宾馆。鉴于孕妇需要膳食营养
均衡，王宏庆第一时间与送餐公司
协调，准备单独的餐食，保证孕妇
的营养。随后，王宏庆又得知了一
个信息——这位孕妇的丈夫在松
北区的另一家宾馆进行隔离，他们

彼此十分挂念。在王宏庆与区疫
情防控指挥部的积极协调下，夫妻
二人被转到同一宾馆，这一举动让
夫妻俩感激不已。

还有一位母亲带着 8岁的孩
子来到宾馆隔离，王宏庆特别协
调送餐公司为孩子准备了零食。
5月初，这对母子解除了隔离，孩
子在离开时特别向王宏庆道了
别——“谢谢叔叔！”走出宾馆后，
孩子几次回过身向他摆手。王宏
庆说，那一刻心里真的很暖，同
时，他也很想念自己 9 岁的孩
子。对于目前的工作，家人一方
面支持他，一方面也很惦记他。

“是不是很想家里人？”记者
问。

“疫情面前，有更重要的地方
需要我。”王宏庆回答道。

自王宏庆来到隔离宾馆以来，
每天他都要时刻盯住疫情防控微
信群，关注相关隔离信息，有时，凌
晨两点才能入睡，5点就要起床工
作。截至目前，先后有 200余人在
这里解除隔离，王宏庆做到了始终
如一地耐心服务好每一个人。

王宏庆说，每天都在重复做着
很多工作，但这不意味着枯燥，因为
每一项工作都是对生命的尊重与敬
畏，更是对城市的另一种守护。

王宏庆准备进入隔离宾馆。
本人提供

党员突击队员王宏庆

把担当写在抗“疫”战场上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陈贺

从数九寒冬到春暖花开，在哈尔滨新
区江北一体发展区裕民街道办事处柒季
城社区，一个由15名老年人组成的志愿者
团队一直坚守在抗“疫”第一线。

年龄最大的 70岁，最小的 53岁。从

大年初五开始，他们天不亮就出发，自带
盒饭或泡面，守卡口、发酒精、消杀、看单
元门……紧跟疫情防控每一步，哪里需要
就冲到哪里。不计报酬、不求回报，在他
们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为早日战胜疫情
全力以赴！

5月 11日，记者在柒季城社区卡点见

到这些老年志愿者时，他们已在这里守护
了 104天。“疫情一天不结束，我们一天不
撤岗。”澎湃的激情、坚定的话语，冲淡了
岁月留在他们身上的痕迹，极富感染力的
他们正能量满满，恰如他们团队的名
字——“新时代正能量志愿者团队”。

史福海是团队的队长，也是这次到社
区战“疫”的发起者，“成立正能量志愿者
团队就是想传播正能量，为社会多做些有
意义的事。疫情爆发，看到社区防控任务
重，我就想一定要为防疫出一份力，于是
就在我们团队微信群里发出倡议，没想到
大家都非常支持。”史福海告诉记者，从大
年初五上岗以来，18名团队成员中有 15
人一直坚守在社区抗“疫”一线。

史福海和妻子付振伟双双上岗，由于
家住得比较近，他们就全天值守。中午顾
不得回家吃口饭，守完小区卡口，再去看
单元门。晚上回到家，有时刚刚端起饭
碗，社区临时有事儿一个电话打过来，夫
妻二人就立刻起身赶往社区。

临街围挡拆除后，史福海提出将商户
也发展成为网格员，并逐个走访辖区商
户，一家一家劝导他们加入网格，共同守
护家园。如今，辖区商户们都成为网格
员，一边经营，一边对进出单元居民进行
测温、扫码。商户们还把自家的摄像头对
向了单元门，进出有影像可循，确保安全。

70岁的张淑兰是团队里年龄最大的，
但她一点也不服输，给社区居民发放酒精
时，每天要拿着 18瓶酒精爬上 7楼，最多

的一天走了30多个单元。“虽然年纪大了，
但身体还好，有一份热就要发一份光。”张
淑兰朴实的话语里饱含着火热的情感。

今年63岁的冯桂茹家住呼兰区，大年
初五，呼兰区到柒季城社区的公交车还未
开通，她就和其他同住呼兰区的队员组团
打车到柒季城社区报到。直到公交线路
恢复前，他们都是自掏腰包打车，每天打
车费近百元。

每天 7时，冯桂茹和伙伴们要到社区
卡口接班。公交通车后，冯桂茹和伙伴们
每天早上 4时 30分就起床，5时 30分准时
出门，中途倒两次车，最早 6时 30分就达
到卡口，从未迟到。

“现在幸福多了，冬天时天天在外面
站岗，回到家脚都麻木了，手也冻肿了。”
冯桂茹告诉记者，虽然有的人不理解他们
的行为，虽然身体因站岗冻伤过，但是她
一点也不觉得辛苦，特别是有商户给她送
来热水时，她觉得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除身体力行值守社区外，这些老年志
愿者们还从自己的养老金里拿出一部分
钱来为抗“疫”捐款，共计捐款4万元。

“我们的团队里有一名党员，这次抗
‘疫’期间，我们有10个人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我们都想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
己，不仅要为抗‘疫’出力，还要在今后的
生活中多做一些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
的事，把雷锋精神发扬光大，让社会风气
整体升华。”史福海说，这是他们团队成员
的共同心声。

百余天值守社区演绎最美“夕阳红”

一名技术人员站在设备控制屏前，逐一输入数
据；另一名技术人员正在用扳子用力拧螺丝……7
日，在哈尔滨创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创博科技）生
产车间里，工人们站在各自工作台前，忙着调试口
罩机生产线。

“从图纸制作到元器件的采购，再从组装到优
化调试生产线，我们用了19天时间，填补了省内口
罩机生产线空白。”创博科技总经理韩卓告诉记者，
疫情期间，我省一些企业从南方采购口罩生产设备
后，因厂家人员不便来我省进行现场调试，创博科
技便帮助企业进行了部件调试。为改变省内没有
口罩机生产线这一现状，创博科技科研团队决定用
现有技术研发攻关。

据韩卓介绍，口罩机生产线研发时，创博科技
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软件编写。创博科技主业是做
工业测量设备，但此软件编写逻辑性与工业测量设
备完全不同。在软件自主研发编写时，创博科技翻
阅大量相关资料，同时走进口罩生产企业询问需求、

了解生产经验，反复调整，历时7天完成软件编写。
一个产品的优势在于技术是否掌握在自己手

中，而创博科技口罩机生产线的齿轮电控系统采用
的便是创博科技自主生成平台。

“我们研发的生产线主要由四部分构成，打片
机、翻板机、焊带机(两条)。”创博科技副总经理包永
久说，口罩机生产线可以生产一次性民用或者医用
防护口罩，日产12万只左右。若元器件供应充足，
创博科技每个月能生产30条口罩机生产线。近日，
儿童口罩机已研发成功，满足量产需求。接下来，创
博科技将对N95级口罩机开展专项设计研发。

“作为技术创新型企业，攻克技术难关，解决黑
龙江没有口罩机生产厂家的现状，为黑龙江医疗产
业发展作一点贡献，我们不遗余力。”韩卓说，创博
科技生产的口罩机生产线价格相比南方同类产品
优惠10%左右，技术人员还可以随时到现场进行技
术协助。目前，已销售 4条生产线，打电话或微信
咨询的特别多，已达成一些意向性订单。

19天 填补省内口罩机生产线空白

老年志愿者坚守社区战“疫”一线百余天。 本报记者 陈贺摄

战“疫”有我

▲双光谱测温仪装调生产现场。 新光光电提供

▲创博科技技术工人正在调试口罩机生产线。
本报记者 李爱民摄

▼海邻科研发
工程师正在分析讨
论系统稳定性测试
结果。

本报记者 李爱
民摄

哈尔滨新区科技企业多款防疫新产品快速达产投用

“硬核”战“疫”的科技力量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36小时技术攻坚，哈尔滨海邻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疫情查控系统上线；5天技术革新，哈尔
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新型测温仪投用；19天自主研发，哈尔滨创博科技有限公司的首
条一拖二平面口罩机生产线交付客户……

哈尔滨新区作为科技创新高地，汇聚了众多院所高校和高科技企业，生产出了众多高新技术产
品。疫情暴发之初，看到防疫物资紧缺，一些正在休假中的科技企业提前开工，纷纷亮出各自看家
本领，研发新产品，在助力抗“疫”的同时，抢抓市场机遇。截至目前，已有27家防疫物资生产企业
落地投产达产。

不“挨枪”一样可以测体温。在哈尔滨火车站，记者看到这样一幕：在红外热成像测温仪
“火眼金睛”的“注视”下，旅客无需排队，更不用在额头或手腕处挨上“一枪”，只需像往常一
样走路，每个人的体温就直接呈现在电脑屏幕上。这款测温仪便是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新光光电）用5天时间研发的双光谱测温仪。

“作为龙江科技企业，我们要尽自己所能与大家共同抗‘疫’，为了减轻测温人员的工作
强度，我们便结合自身技术优势，研制自动测温仪。”新光光电副总经理曲波说，新光光电主
要服务于国防科技工业先进武器系统研制等领域，双光谱测温仪是在工业测温仪的基础上，
进行软件重新编写和硬件调整。

从大年初二，5名技术人员便“钻”进代码里，以过硬的技术实力化解了两大难
题。“我们有几种红外机芯，技术员便根据每种红外机芯分别编写了软件，这个工作量
还是蛮大的。同时，应对不同场景及环境温度变化，为了提高测温精度，我们在设备
设计上采用了标准黑体对设备测温精度进行自动校正。”曲波说，仅用5天时间，首台
新型测温仪便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随后，新光光电又组织30余人投入到测温仪批
量生产及产品迭代中。

截至目前，新光光电已生产千余台新型测温仪设备，其中 90%已交付客户。目
前，这种新型测温仪可在10米半径范围内，远距离非接触式扫测所有经过的人体，
测温用时不到0.2秒，误差仅在0.2℃左右。如今，应对不同场景使用需求，已研发
出4款不同产品类型的新型测温仪，在哈市的火车站、政务服务大厅及部分学校投
入使用。

曲波说，新光光电会针对不同行业特点，不断丰富新型测温仪场景功能，比如
人脸识别、数据跟踪储存等功能，这样，疫情结束后，这款仪器除了测温功能，
还可应用于大型公共场所的夜间防火监控及报警使用。

5天 远距离非接触式新型测温仪上岗

“请出示身份证。”5月 7日，在哈尔滨西站，巡特警支队巡逻
六大队哈西站执勤民警接过转乘人员身份证，放置在一个类似
IPAD的“黑平板”上，瞬间完成信息核查。

“之前比对入城人员出行信息、核验相关有效证明材料、查验
身份证等全靠人工。自从有了这个‘黑平板’，刷一下身份证，所
需信息秒出，而且更准确，极大提高通行速度。”巡特警支队巡逻
六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李宏伟说。

据悉，这个“黑平板”就是哈尔滨海邻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简称海邻科）生产的“疫情查控系统”。“虽然不能奔赴防疫
第一线，但我们可以用技术协助一线工作人员开展疫情防
控。”海邻科研发团队研发小组负责人张永卓告诉记者，1 月
28 日晚，公司老总打来电话，提出针对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能否
将警务移动平板增加一些新功能。当时，在老家双城的张永
卓二话没说，第二天就返回单位。凳子还未坐稳，张永卓便以
视频会议形式，将整体设想跟团队成员进行讨论与推敲，然后
将项目分解，5 个人各领一摊，每天定时汇报各部分进展及所
遇到的问题。

经过 36 小时技术攻关，“疫情查控系统”于 2 月 1 日快速上
线。这款产品通过移动警务终端，在机场、车站、卡口等重点区域
布防查控，进行人员快速比对，可进行异常预警。而为确保终端
设备及疫情数据安全，海邻科采用了植入数据加密、硬件加密、生
物信息识别等技术。

目前，“疫情查控系统”已在全国十多个省广泛应用。
据海邻科总经理丁福生介绍，海邻科主要依托大数据、云计

算等核心技术为用户提供安全、可以依赖的移动终端产品。应对
本次疫情，海邻科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针对不同用户接续研
发不同抗疫产品。2月 6日，“远程提讯解决方案”上线，可提高哈
市公安部门审讯效率，实现物理隔离，保障人员的安全与业务的
开展；2月 10日，又推出防控排查小程序，通过手机登录扫码，填
写身份信息和健康状况，即可生成通行二维码。目前，防控排查
小程序已在吉林省白山市广泛应用。

12天 3款防疫大数据产品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