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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3月11日讯（记者 杜亚
慧 实习生 王文骄） 11日，省委
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
挥部）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山东省电
子健康通行码互认应用的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根据《方案》，我省
各市要统一部署应用山东电子健康通
行码，不再自行发放本地健康通行码，
并将与14省（区、市）建立省际互认机
制，做到绿码互信通行，无需隔离14
天。

《方案》提
出，即日起，电
子健康通行码
不再实行基层
核验签发，支
持申请者通过

“ 爱 山 东 ”
APP、微信“健
康 山 东 服 务
号 ”、支 付 宝

“山东电子健
康通行码”进
行网上申请，
经与全省防疫
数据库比对核
验后自动生成
电子健康通行
码。

电子健康
通行码作为个
人出行的电子
凭证，在疫情
防控期间全省
通用，也是疫
情防控查验的
依据。《方案》
要求，各市要
统一部署应用
山东电子健康
通行码，不再
自行发放本地
健康通行码。
对于已经发放
的地方性健康
证 明 存 量 数
据，要按照电
子健康通行码
规则批量转换
成山东电子健
康通行码。

在电子健
康信息采集方
面，各市要统
一利用“爱山
东”APP、微信

“健康山东服
务号”、支付宝

“山东电子健
康通行码”，或
整合利用本市
已有信息采集

系统，集中采集人员的健康和流动信
息，做到“一次填报、全省通用”，减少
个人信息重复填报。

可根据本地防疫需求，在商场、超
市、药店、物业等行业或场所部署应用

“场所码”，记录个人行动轨迹信息。社
会公共服务企业、其他社会组织不得
自行开展面向公众的社会性信息采
集。要加强数据安全管理，依法保护个
人信息。

省内社区（村）、公共场所、交通枢
纽及公共交通工具等应统一对电子健
康通行码进行核验，对持有绿码人员
一律放行，不得设置其他限制条件，加
强人员健康及出入情况监测。对于省

（境）外来鲁人员，应引导其第一时间
通过电子健康通行码“来鲁申报”模块
申领。

同时，积极开展电子健康通行码
省际互认。首先与北京、天津、河北、黑
龙江、上海、浙江、安徽、河南、广东、重
庆、四川、贵州、青海、新疆等 14省

（区、市）建立省际互认机制，在经济交
流、人员往来等方面，实行亮码互认或
转码互认，做到绿码互信通行，无需隔
离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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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着春天的脚步，复工复产的步伐也越来越快。连日来，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山东全省上下复工复
产加速推进。即日起，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开设“复工进行时”栏目，记录各行各业有序推动复工复产、解读政府相
关政策，展现我省恢复生产的行动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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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首趟复工专列K4015次随行日记

人员信息再三核对
随车“护航人”夜无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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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目标重庆

“包火车”跨越四省市

3月10日，我作为农民工返济专列随车工作组
成员之一，赴重庆接运农民工返回济南复产复工。
能不间断参与到抗击新冠肺炎这样重大的事件
中，且历时三天两夜随复工专列跨省工作，是一件
值得铭记的事。

清晨5点多起床，不到7点到达济南火车站。
受疫情影响，之前济南到重庆西编号是K15

的快车已经停运。这次编组是K4015(济南-重庆
西)专列是临时编组，返程车次是K4016(重庆西-
济南)，单程运行时间为26个小时。按计划，列车
是3月10日早上7:40发车，3月12日15：22返回济
南。随车人员中，政府部门14人，企业12人，共有
10家建筑企业的近500人将搭乘这趟列车到济南
返岗复工。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各地企业纷纷
按下复工加速键。为了让外地员工尽快返岗复工，
政府和企业忙着包车、包机、包专列，上演了一出

“穿越半个中国来接你”的“抢人大战”，山东也推
出了十分硬核的复产复工措施，使得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开工率居全国首位。

作为政府部门的一员，我对此深有体会，全
省上上下下对复工复产的重视程度可谓前所未
有。就拿本次开行的“复工号”专列，由政府买
单，返岗务工人员一分钱都不用花，防疫措施也
十分到位。

疫情防控期间，要“包火车”跨越四省市(重庆
市、四川省、河南省、江苏省)接近500人来复工，其
中安全、饮食、交通等各个环节都不能出纰漏。比
如专列从河南南阳进入湖北境内之后，就将全程
封闭运行，不再停车，也不再补水，要求我们节约
用水。返程期间，我们将和企业按照“集中统一、有
序组织、规模出行、全程管控”的原则，做好行前、
路中、抵达到岗等各环节的服务和把控，坚决实现
疫情防控与返岗复工“两不误”。

专列出发，目标重庆，一路向西。列车外，阳光
明媚，春意盎然，正所谓，疫情面前有保障，返岗路
上有春风。一趟复工专列，让企业复工迎来美好春
天，我们也坚信，把工作抓细抓实抓紧，定能夺取
疫情防控全面胜利，迎来经济蓬勃发展的春天。

3月10日23：30

上车人员不断变化

车厢成工作调度室

专列从济南发出不久，随车工作人员即成立了
临时党支部，统筹协调、调度这几天的工作。工作进
程如飞驰的列车一般，背后凝结着随车工作人员的
心血与汗水。

在车上的这三天两夜，工作组的工作排得满满
当当，用夜以继日来形容应该不为过。大家调侃，反
正也睡不着，干起活来时间过得更快。济南市住建
局作为全市建筑业行业主管部门，我们四人的工作
小组在持续梳理各项预案的同时，再研细节，以应
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情况，并及时联络各方。

列车长带领乘务组主动和工作组对接，商讨返
济务工人员上车后的疫情防控和饮食问题。务工人
员须全程佩戴口罩，减少车厢内走动频次，乘务组加
大列车环境卫生的清理频次，配备列车专用防疫应
急包，用于发现有发热异常旅客时的防护和应急处
置时使用。

上车人员也在不断变化，一会儿这个企业报告
有两人不能来了，一会儿那个又报告需要增加3人，
一会儿反馈说有人健康证明刚刚过期是不是需要
重开（需要），一会儿又有反映某个务工人员自觉有
点感冒，但体温检测正常，不发烧，询问能否上车（留
观，不能上车）。牵一发而动全身，核减人员和增加人
员都需要更新录入路局系统，工作人员不停和铁路
部门沟通，车厢成了工作调度室。

最复杂的是到济南后的接驳。按照预案，农民工
下车后将直接登上各个企业的大巴车，点对点直接
进项目、进工地。大巴车乘员不能超50%，近500人安排
了26辆大巴车来接。最让人头疼的是火车站广场面
积有限，26辆大巴如何有序进入，有条不紊按次序接
人。经过对多个方案的商讨，最终确定由铁路部门控
制社会车辆进入停车场，全力保专列，保复工。

为确保3月11日接送返岗务工者准确无误，晚上
我们匆匆扒了几口盒饭，继续为核对人员名单信息
忙碌起来。近500位人员信息，不容有误，再三核对，一
直工作到晚上十点，而这一夜估计我们也将无眠。

复工专列，是济南市委市政府在全力帮助企业
复工复产过程中做出的不懈努力，也有随车“护航人”
的默默付出，随车工作让我看到了这背后的点滴琐
碎，更让我感受到了一个有爱的泉城。

为促进建筑工程
尽快复工复产，济南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
合住建、人社、铁路等
部门，开通了复工复
产农民工返济专列，
根据信息收集结果，
确定首趟专列从返济
务工人员比较集中的
重庆发车，途经达州、
南阳、商丘、徐州等4
地，运送约500名务工
人员返济，专列所需
的费用全部由政府承
担。

3月10日上午7时
40分，全省首趟复工
专列从济南站出发，3
月 1 1日中午 1 2时 0 7
分，这列火车载着476
名返济务工人员从重
庆西站始发，并于3月
12日抵达济南。济南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
公室二级调研员关学
军作为随车工作组成
员之一，赴重庆接运
务工人员返济复产复
工，写下了“复工号”
列车随行日记。

返济务工人员专列上的随车工作人员在车厢内安排相关工作。 受访者供图

记录人 关学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谷婉宁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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