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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KAIHUA

时事热评 微言大义

徐曙光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
卷网，对4002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疫情发生以来，98%的受访者更加注重个人卫
生了。防疫期间，受访者养成了出门戴口罩、
勤洗手和多通风等好习惯。77.6%的受访者表
示疫情结束后仍会继续保持这些习惯。

由此笔者联想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
凶猛。面对疫情，为防止病毒感染，大家十分
注意自我防范，疫情防控期间，戴口罩、勤洗
手、不聚集、用公筷、分餐制等这些良好的卫生
习惯成了大家的共识。

然而，随着国内疫情的好转，有些人马上
就将疫情防控期间形成的好习惯抛到了脑后，
又重新回到了过去的老样子。他们认为，疫情
已经过去，不用再防范了。于是公共场所吸烟、
随地吐痰、人多的地方不戴口罩之类的现象与
日俱增，这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做法实在令
人担忧。当然，目前国内的疫情确实得到了有
效控制，而国外的疫情来势正猛，所以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仍然是当前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
不能有任何的松懈。因此，保持良好的卫生习
惯，千万不能因为疫情好转而逐渐被淡忘，而应
该将这一良好习惯不断巩固和长期坚持下去。

笔者以为，改掉陋习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是每一位公民应该做到和必须做好的一件
事。这样做不仅对自身的身体健康有利，也对
公共卫生安全有利。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吸
烟者如果自觉做到公共场所不吸烟，就可以减
少二手烟对他人造成的危害；坚持使用公筷公
勺，就能有效避免交叉感染和病源性感染；倡
导全民拒食野生动物，摒弃“野味”消费观念，
就能有效阻断可能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坚决
做到不随地吐痰，就能减少病毒和细菌的传
播；见面改握手为行作揖礼，就能避免不必要
的传染……

总之，每一个人都应该从小事入手，从自
身做起，时刻养成讲究卫生的好习惯，才能将
疫情防控期间养成的良好卫生习惯延续下去，
从而确保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健康快乐过好
每一天。

齐振松

3月 30日 16时许，四
川凉山州西昌市经久乡马
鞍村发生一起森林火灾，
因瞬间风向突变、风力陡
增，扑火人员避让不及，19
个鲜活的生命从此消亡。
这场令全国揪心的大火造
成了严重损失，引起了社
会的广泛关注。

火灾猛于虎。从全国
各地乃至世界各国来看，
火灾特别是森林火灾造成
众多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
产损失，这种案例已经是

数不胜数。因此，防火的
紧迫感任何时候都不能松
懈。一旦放松警惕，火灾
随时都可能发生并带来巨
大的灾害。因此，我们更
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森林
防火，在头脑中时时刻刻
绷紧森林防火这根弦。一
方面，通过报纸、广播、电
视各种传统新闻媒体和微
信、微博、微视频等新媒
体，以及防火警示、标语、
横幅、挂图、宣传画等，把
森林防火工作宣传到家喻
户晓。另一方面，深入排
查隐患，加强监测预警，精

心谋划部署，建立“预防为
主，责任到人”“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林区全覆盖”的
具体措施，扎实做好森林
防火工作。

森林防火重在预防。
当前天气晴好，我县森林
火险等级较高。各乡镇要
强化对森林防火工作的监
管，把森林防火责任落到
实处。严格对重点林区和
火灾易发区域实施封闭管
理，做到“人不进山、火不
进林”，抓好重点路口、重
点部位、重点时间节点和
重点人群的管控，严密监

控重大危险源。要加快建
立功能完备的现代化森林
防灭火指挥体系，严格执
行森林火情火警“零”报告
制度，完善应急预案，组织
开展实战演练，提高现场
指挥和应急处置能力。要
加强灭火基础设施建设和
森林防灭火物资储备，全
面做好应急准备。

森林防火以防为主，
防消结合。“防”是前提，而

“消”是必需。我们要时刻
绷紧森林防火之弦，为我
县“三区三园”建设，提供
安全保障。

叶金福

今年“五一”假期连休
5天，这是自小长假政策实
施以来的首次，将是新冠
疫情暴发以来游客出行最
密集的一次。据预测，“五
一”假期全国出游总人数
少则 3000余万人次，多则
接近 9000万人次。（4月 28
日《浙江日报》）

眼下，随着新冠肺炎
防疫形势持续“向好”，加
之，“加长版”的“五一”假
期即将到来，各省景区纷
纷开启“恢复开放模式”，
笔者以为，“五一”出游要
开心，但切莫忘了绷紧“防
疫安全弦”。

众所周知，目前国内
疫情虽已“好转”，但境外
输入确诊病例还在增多，
疫情存在“反弹”风险，因

而绝不能“掉以轻心”。否
则，就极易出现功亏一篑，
前功尽弃的“严重后果”。

其实，早在 2月 25日，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
印发的《旅游景区恢复开
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中
就一再反复强调，景区要
坚持分区分级原则，不搞

“一刀切”。要按照外防输
入、内防扩散的要求，对旅
游景区开放条件和必要性
进行全面评估。疫情高风
险地区旅游景区暂缓开
放，疫情中风险和低风险
地区旅游景区开放工作由
当地政府决定。可见，景
区有序恢复“开放”已有相
关要求。

很多景区管理部门为
了确保“防疫安全”，也纷
纷采取有效举措，有的实
行门票预约，有的采取在

线订票，有的实行智慧引
导，有的实行限流……同
时，还采取定时消毒、健康
扫码、规定戴口罩、间隔一
米等措施。这些“非常举
措”无疑是确保“防疫安
全”的有力保障。

但在实际工作中，一
些景区管理部门却对景区
恢复开放“迫不及待”，有
的景区明明还处于疫情风
险区，却也“开门迎客”；有
的景区虽有严格的“防疫
禁令”，却只是停留于“纸
上”，并没有真正落到实
处，致使“防疫禁令”成了

“纸上谈兵”；更有甚者，有
的景区不发布景区预警机
制，导致景区里人流量过
大，造成“人从众”的拥挤
现象。可以说，少数景区
的“麻痹”和“松懈”，不仅
给游客增加了一定的防疫

安全风险，而且也给游客
增加了一定的旅游安全风
险。

因此，笔者以为，要避
免“五一”假期景区游客

“扎堆”，必须答好“防疫安
全”这道“安全考题”。一
方面，要抓“内部管理”。
景区管理部门要完善防疫
相关规定，做到有序、安全
恢复“开放”。另一方面，
要抓“旅游安全”。景区管
理部门应及时发布预警，
避免游客“扎堆”。同时，
广大游客要学会遵守管
理、文明旅游、自我防护。
只有景区和游客共同形成
防疫安全和旅游安全“合
力”，达成文明“共识”，才
能既保证景区的“防疫安
全”，又能保障游客的“旅
游安全”，真正实现“防疫”
和“旅游”两不误。

森林防火不能松懈

“五一”出游莫忘绷紧“防疫安全弦” 良好卫生习惯
应延续

第一道菜 王琪

一筷一勺见文明 郭一强

一道硬菜 刘志永

用公筷，莫见怪。
讲文明，餐安全。

钱新明

用公筷 保健康

摘自《讽刺与幽默》 (2020年4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