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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融媒选粹

我我们们一一定定会会战战胜胜这这次次疫疫情情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融媒产品《金金声声来来习习：：我我们们一一定定会会战战
胜胜这这次次疫疫情情》。

“全国人民、各级政府都投入到抗击疫情的这场严肃
的斗争中。我相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
治、精准施策，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一次的疫情。”1 月 28
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世界卫生
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这样说道。

抗抗““疫疫””一一线线的的姑姑娘娘们们！！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融媒产品《我我们们在在武武汉汉||““逆逆行行””的的
““9900 后后”” 抗抗““疫疫””一一线线的的姑姑娘娘们们！！》。

海军军医大学援鄂医疗队中有 43 位“90 后”女护
士，平均年龄 25 岁。来认识一下这些勇敢的“90 后”姑
娘们！

在抗击新
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
过程中，为阻

断病毒传播，不少地方都采取了交通管制的紧
急举措。但最近一段时间，擅自加码的封路之风
在各地越刮越猛，已经给人们的正常出行带来
麻烦，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冲突性事件。春节返程
高峰将至，这一乱象亟待纠偏。

五花八门的封路手段，几乎已成今年春节
的一道奇特“风景”。有的地方用大货车、挖掘机

等大型车辆堵路，有的地方故意把道路挖断
或运来渣土堵路，有的地方砌墙或搬来大石
头作为路障，有的地方甚至安排专人手持红
缨枪坐在路中间劝返外来车辆和行人……在
网络上，很多人都对这类做法不吝溢美之词，

称之为“硬核抗疫”。
有的地方封路，是担心外来车辆或过路

客携带病毒；有的地方封路，是想以这种方式
提醒大家春节期间不要串门。虽然封路貌似
有理，但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恐怕对防控疫
情没有太大帮助，反而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

不便。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有紧急情况，消
防车或救护车的“救命通道”也将被阻塞。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粗暴封路的实质是
破坏公共道路，涉嫌违反相关法规。表面上
看，所谓的“硬核抗疫”是对一个地方的民众
负责，实际上却暴露了一些管理者治理能力
和治理水平的低下。这种与现代管理理念相
悖、“以邻为壑”的做法，也彰显了一种很狭隘
的价值观。

封路歪风不可涨！对于这种乱象，交通运
输部副部长 26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回应，

“公路交通网络不能断”；公安部 28 日召开
的会议也明确强调，“对未经批准擅自设卡
拦截、断路阻断交通等违法行为，要立即报
告党委、政府，依法稳妥处置，维护正常交通
秩序。”

春节假期即将结束，很多人都将踏上归
途，封路会制造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希望各
地尽快落实交通部、公安部相关精神，撤掉
违规设立的路障，确保道路通畅。否则，“硬
核抗疫”之后等待相关责任人的将是“硬核
问责”。 （本报评论员孙飞)

擅自封路是“硬核抗疫”？违法乱为不可纵！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新闻持
续刷屏，其中有很多正能量新闻，也不乏令
人匪夷所思的消息。据澎湃新闻报道，武汉
某三甲医院的闭路摄像头视频显示，一位
患者向急诊科护士索要口罩、温度计想带
回家给家人用，遭拒绝后竟追打护士。另有
同医院医生反映，有患者看到 CT 结果显
示为“病毒性肺炎”，故意在诊室脱下口罩
对医生猛咳。

湖北某医院医护人员接受《财经》杂志
采访时也称，“有人明知生病也不好好戴口
罩，巴不得别人也跟着病，有人甚至强拉护
士口罩对护士喷气”。一名武汉大学人民医
院的医生也表达了同样的困惑，“有的患者
会撕开你的面罩向你吐口水，他们说，‘没

有药，谁也别想好’。”

疫情形势严峻，众多医护人员不顾生命安
危，在抗疫一线与病魔做斗争，全力救治感染
者，他们是这个冬天的“最美逆行者”。尽管前述
行为属于极端个案，但这种“挟病伤医”的做法
暴露了极少数人的扭曲心理，会让坚守一线的
医护人员感到寒心，不利于团结抗疫的大局。

“医生治病，是把病人一个个背过河。”已
故外科学大家裘法祖曾这样形容医患关系。
疫情来势汹汹，医护人员都是在冒着生命风
险背负患者渡过一条暗礁密布、暗流涌动的
幽暗之河。如果医患互信遭破坏，甚至出现患
者故意伤医的极端案例，其恶劣后果将由整
个社会埋单。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在

这场疫情阻击战中，医护人员不分昼夜地阻击
病魔，他们的仁心仁术是阻挡病魔的一道安全
防线。任何伤医害医的行为，都无异于自毁长
城；极个别患者“挟病伤医”，无异于是对全社会
的戕害，应当对其进行严肃处理、以儆效尤。据
报道，对医生咳嗽一事，警方已介入调查。

当然，一些“挟病伤医”事件也说明，疫情
防控过程中不能忽视心理疏导。疫情制造了
巨大的精神压力，对医疗资源极端承压的地
区，在加强防疫物资保障的同时，也亟须加大
对医生、患者乃至普通市民的心理疏导。例
如，开通免费心理援助热线，提供互联网在线
免费问诊等。减少疫情对人们的心理伤害，也
有助于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本报评论员刘晶瑶)

患者对医生猛咳：“挟病伤医”岂止伤医

当前，新型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正在积极推进。在这节骨眼上，
一些地方却出现了抢购、囤货的苗
头，部分地方还出现坐地起价的乱
象，加剧了社会不安。疫情可能还
要持续一段时间，大家忧心是可
以理解的，但恐慌囤货于人有害，

于己未必有利，需要理性一些。
有些人恐慌式囤货，是因为

听信“封城”传言，怕各种生活和
防疫物资供应出问题。但实际
上，就连疫情相对严重的广东都
已明确表示“各地不会封城”，其
他省份的城市还有“封城”的必
要吗？即使采取最严厉交通管制
措施的武汉，也已开通绿色应急
通道，保障物资运输畅通。来自
商务部的消息称，27 日全国生
活必需品市场供应总体充足，湖
北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基本
平稳。真没必要太焦虑。

有些人恐慌式抢购，是对疫
情过于紧张，想现在多囤点米面
油等物资，之后尽量不出门。重视
疫情、减少外出当然很有必要，但
对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来说，形势
并没有严峻到无法出门的地步。
紧张到不敢出门，过于极端的防
护，都不值得倡导，还可能制造新
矛盾、新问题。盲目跟风抢购囤
积，除了加剧社会恐慌情绪，并不
会给自己带来多少好处。

时至今日 ，很多曾参与
2011 年“福岛核电站事故”后
那场“抢盐风波”的人，都会有
点不好意思。有一位同事回忆
说，当时他妈妈抢购的食盐吃
了 3 年都没吃完，最后怕变质
只能扔了。实际上，中国盐产能
每年达 8000 多万吨，而年销量
仅为产能的十分之一，根本不可
能短缺。但当时满天飞的谣言引
得很多人非理性跟风抢购，本来
过剩的东西顿时成短缺。

其实，以我们当前的国力，

很多物资供给是过剩的。特别是
米、油、蔬菜、水果等生活物资，
可能全国人民敞开吃也吃不完。

但是，如果大量民众因为恐慌而开始抢购、囤货，
就可能像银行挤兑一样，导致一些地方出现区域
性、暂时性的短缺，让一些急需的人买不到。

尤其是抢购囤积口罩的行为，更不值得提倡。
诚然，口罩能在现阶段给很多人提供安全感，但有
些人囤积几十个、上百个口罩在家，属于紧张过
度。抢购囤积会制造一个恶性循环——大家都忙
着往家里囤货，市面上能买到的物资就会少，越少
就越恐慌，越恐慌就会引得越多人囤货。

现阶段，最需要口罩等防疫物资的，是在抗
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如果大家大量抢
购，缺少口罩的他们感染的风险就更大，更不利
于抗疫大局。工信部部长 4 天前就透露当时的口
罩产能已达“每天超过 800 万只”，而随着相关企
业复产，我国口罩最大产能将达到每天 2000 多
万只。仅上海，就已投放口罩近 1000 万只。

如果家里已经有一些口罩，那就别再抢购
了吧。少囤一点，更多急需的人就能更方便地
买到口罩。减少一个潜在的被感染者，对包括
我们自己在内的全社会都是好事。

当前，一些地方出现的部分物资短缺，固
然与疫情突然而至和交通管制有关，但另一重
要原因恐怕是春节期间生产“停摆”和物流“瘦
身”。随着党中央强有力的最新决策部署，各地
各部门采取更到位的措施、各家企业停止休假
复工复产，相信各类物资供应会加速跟上，但
这需要给点时间。

所以，在短缺问题未得到彻底缓解的这段
“较难”时间里，需要我们同舟共济。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响亮地说一句——

不恐慌不囤货，从我做起！

引导民众不要过度恐慌、别恐慌抢购，广大
党员干部要更有作为。习近平总书记 27 日就疫
情防控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基层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广
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疫情当前，
党员干部不仅不要散布恐慌信息、跟风抢购囤
货，还有责任劝导家人和群众理性看待疫情，别
盲目加入抢购队伍。

地方党委政府部门，则要坚决贯彻党中央的
最新决策部署，抓紧组织恢复生产，抓紧组织物
资供应，并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及时辟谣，增强百
姓的信心。而对于囤货居奇哄抬物价的无良商
家，绝不能手软。郑州某超市因一棵白菜卖 63 . 9
元，收到了监管部门开出的 50 万元大罚单。关键
时刻就要用重典，让广大商家守法守德别乱来。

抗击疫情，人人有责。这个“责”，既包括医
护人员在抗疫一线与病毒病魔短兵相接、科研
人员夜以继日地抓紧研究病毒和研发疫苗，也
包括企业员工加班加点生产物资、政府部门守
土有责保障有力，还应体现为普通民众不信
谣、不传谣、不造谣、不恐慌、不跟风、不囤货。

（本报评论员谢锐佳)

抢
购
制
造
恶
性
循
环

囤
货
者
也
会
成
为
受
害
者

致致敬敬，，口口罩罩背背后后的的英英雄雄们们！！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融媒产品《致致敬敬，，口口罩罩背背后后的的英英雄雄
们们！！》。

“我去！我去！”“我是主动申请去抗击疫情一线工
作的”“我已经写了请战书，支援武汉责无旁贷”“我是
一名共产党员，关键时刻就要冲上去”……

近日，各地支援湖北医疗队的医
护人员已陆续出发。

公共
区域是防
控新型冠
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的第一线，有关部门应当全
力做好防疫工作，堵塞漏洞。然而，随着一
些地区不断升级防控举措，限制外来车辆
进入，大量外地车辆和人口扎堆聚集在高
速公路服务区。由于服务区缺乏完备的防
疫条件，容易成为疫情防控的盲区。

记者在云南采访时发现，高速公路服
务区存在诸多防疫薄弱点。最大隐患是服
务区有大量外来人口逗留。27 日，记者在
G56 杭瑞高速永平服务区发现，那里停满
了来自四川、重庆、河南等地的车辆。多位
车主反映，因无法进入城区，不得不睡在车
里，中老年人极易感冒。

据记者了解，很多人原计划春节期间
去云南自驾游，没想到最终成了“公路观光
游”。由于返程路途遥远、酒店住宿受限，只

能走走停停，高速公路服务区成了主要歇脚
之地。记者认为，当前疫情防控强调“居家隔
离”，那些进不了异乡、归途遥远的游客，交叉
感染的风险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高速公路服务区还
没有建立防疫防线。高速公路服务区是车流、
人流密集区，但大部分服务区只具备一般的
医疗救助条件，近期也没有被作为抗疫主阵
地，恐难以适应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春运返程高峰临近，记者建议，各地高速
公路服务区应该尽早建立阻击疫情防线。比
如，配备交警、医护人员，加强对来往人员的
盘查、健康检测，对感染者早发现、早报告、早
隔离、早治疗。同时，服务区为大家提供服务
是职责所系，特殊时期更要做好保障服务，尤
其要加强对服务区卫生间、开水房、餐馆、超
市等区域的保洁和消毒升级。

记者采访还发现，由于有关部门信息发
布滞后，没有及时多渠道发布高速公路出口
封闭等消息，导致大量车辆盲目前往，造成高

速公路出口交通拥堵。基层政府必须投入大
量交警、医护人员、基层干部开展疏堵、检查、
劝解等工作，无疑加大了治理成本。有鉴于
此，权威信息发布必须走在疫情扩散前面，各
地须做好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工作。

此外，服务区商户高价销售口罩的现象，
也值得注意。记者在一些服务区超市走访发
现，个别商户以 10 元甚至更高的单价销售一
次性口罩，远远超过正常售价。趁乱抬高防疫
物品价格，不利于疫情防控。建议市场监管部
门严查严惩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超市坐地起
价问题。

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提到，新
型冠状病毒已经可以“通过接触传播”。春节
假期即将结束，高速公路服务区将迎来大量
车流、人流，相关部门须高度重视起来，绝不
能让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公共区域成为疫情防
控的盲区。

（本报记者孙飞)

警惕高速公路服务区成防疫盲区

辛识平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正值关键时刻，全国已有 30 个省区市
启动了一级响应。非常时期，我们既要抗击
病毒，也要战胜恐慌情绪，科学理性防控
疫情。

未知的病毒来势汹汹，非理性的恐慌
同样令人心忧。面对疫情，涵养健康的心
态，保持理性冷静，至关重要。既不能掉以
轻心、在防控方面有丝毫松懈，又不能坐立
不安、乱了阵脚乱了心神。

保持理性，贵在辩证观察形势。一方
面，疫情还在发展，形势依然严峻，我们与

病毒的斗争还将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各地
的防控工作逐渐步入正轨，从中央到地方，
从城市到乡村，各项工作正在得到加强，一
张覆盖十几亿人的联防联控网络正在形成。
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事态正在向积极的
方向发展。诚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所言，中国体制之有力和中国举措之有效世
所罕见，对中国政府防控疫情的能力充满
信心。

恐惧源于未知，我们对于新型冠状病
毒的了解有一个过程。随着防控的加强、各
方研究的深入，一些谜团正在陆续破解，相
关疫苗已启动研发，诊疗方案也越来越完
善。以往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践也

启示我们，用好科学这一利器，我们完全能
够找到战胜病毒的办法，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战胜恐慌，既需要心理疏导，也需要办
实事、求实效来“打底”。突如其来的疫情好
比出其不意的考题，考验着各地各部门的组
织能力、动员能力、应急保障能力等。这是一
场治理能力的大考，也是一场干部作风的大
考。行动是无声的说明，实效是最管用的定
心丸。各项责任有人扛，一件件工作做实了，
一个个问题解决了，才能驱散人们心头的阴
霾 ，激发出同心协力战胜疫魔的强大正
能量。

新华社北京 1 月 28 日电

用 科 学 理 性 战 胜 恐 慌

此此刻刻，，他他们们堪堪称称““国国士士””

疫情发生后，中国工程院紧急启动应急反应机制，组
织侯云德、钟南山、李兰娟、张伯礼等多位医学领域的院
士专家，深入防控疫情第一线，从病毒溯源、临床救治方
案、治疗药物、疫苗、中医药防治等多方面科学研判，提炼
形成防控策略、疾病诊治等多条重要建议，组成“战疫”最
强智囊团。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种称谓叫“国士”，形容
那些才德盖世之人。此刻，我们庆幸，也
自豪，国士仍在。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融媒产品《此此刻刻 ，，他他们们堪堪称称““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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