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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周畅

　　最近有媒体报道称，一些地方出现大学
生放假后流落街头的现象，引发了人们对寒
假防疫工作能否更精细的讨论。
  经过一年的疫情考验后，各地高校对于
如何开学、如何上课等，已探索出较为成熟
的做法。但是，对于如何妥善应对疫情背景
下的寒假与春节，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
尤其在疫情多点散发地区，确实难以迅速做
到尽善尽美。面对各种新情况、新挑战，需
要各方联手，合力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对教育系统而言，当前疫情防控的形
势比较复杂，因为处在不同地区、不同学业
阶段的学生群体，诉求各不相同。未放假
的学生担忧后续政策的变动，已放假被要

求离校的学生担心能否顺利抵家，还有
一部分为了学业、实习而想留校的学生
则面临留校生活的未知……
　　疫情防控是对高校和地方治理能力的
一场大考，也是一次锻炼。面对不同学生群
体的不同诉求，高校和地方管理者需要更
耐心、细致、全面地做好分类处理和引导，
为今后处理相关问题积累经验。面对不同
地区、不同类型的需求，防疫工作也应更精
细，要做足“绣花”功夫，谨防“断点”“盲点”。
　　当然，疫情防控不是单个学校、单个
地区的“单打独斗”，要充分考虑到学生家
乡与就读地区的实际差异，考虑到高校与
所在地区之间政策的统一协调，考虑本校
与周边院校政策的“连锁反应”。做好政
策制定、预案完善、服务细化、耐心疏导等

多方面工作，如掌握该地区去中高风险地
区的师生数量、流入地的防疫政策，加强
与交通、卫生、公安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强
化学校后勤服务管理和政策解释，避免学
生和家长产生更多焦虑。
　　疫情防控，安全第一。不管是已离校
还是未离校的高校学生，都不能放松安全
意识。在密切关注疫情变化、各地政策的
同时，也应服从安排、有大局意识，不因个
人的小利而影响疫情防控的大局。
  对于异地求学者的父母来说，不管
孩子是留在学校还是在返乡途中，安全
都是最关键的考量。考虑到返乡安全、
返乡隔离等因素，即便孩子无法返乡过
年，也应予以理解，以实际行动为尽快打
赢防疫阻击战作出积极贡献。

  T h e  “ r o o t ” a n d
“soul” of the new devel-
opment philosophy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
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

“魂”。
　　——— 摘自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Striving for people ’s well-be-
ing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i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ultimate goal of
t h e  P a r t y  i n  l e a d i n g  C h i n a ’s
modernization drive. It also forms
the “ root ” and “ soul ”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 Excerpt from Xi Jinping’s
speech at the opening of a study
session attended by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level officials on Jan.
11，2021.

本报评论员张建

　　近期，一些地方出现多点散发
疫情和局地聚集性疫情，核酸检测
成为常规的防疫工作。但有不少
群众反映，当地在组织核酸检测时
存在排长队甚至“人山人海”的现
象，“排队一小时，检测一分钟”问题
普遍存在。一些地方核酸检测工
作无序，增加了疫情扩散风险。
　　配合核酸检测是对自己负
责，也是对别人负责，但是，排长
队导致的人员聚集风险也必须正
视。有的一排队就是两三个小
时，尤其在东北一些地方，在零下
二三十摄氏度的室外排长队进行
核酸检测，群众对此是有情绪的，
有的说“本来可能没被感染，排队
怕要冻出病来”；有些检测人员废
寝忘食地连轴转，连吃饭、上厕所
都得挤时间，同样有一些意见。
　　对于这些批评的声音，有关地方
和部门不能无动于衷。一定要想方
设法把核酸检测排长队、人员扎堆的
问题解决好，减少群众的担忧，也让
防疫工作安排更加合理。毕竟，核酸
检测是精准防疫、防范病毒扩散的重
要手段，千万不能因为工作安排不
当，引发新疫情。
　　虽然核酸检测动辄涉及数万
人甚至数十万、上百万人，但并不
意味着一定要扎堆、一定要排长
队。事实上，在北京等多次出现疫
情、曾大范围开展核酸检测的城
市，这项工作相对比较有序。其诀窍在于，让信息填报和
传输跑在现场检测前面，通过实行预约登记等制度，变被
动的现场分流为主动的行前计划和引导，避免核酸检测
时段过于集中。
　　预约制度是一项科学的管理制度，是过去一年与
病毒较量过程中摸索出的经验。通过对预约信息开展
大数据分析，相关部门能提前分析需求，有针对性地提
供服务。尤其那些要全员核酸检测的地方，更要在预
约上多下功夫，将流量管控关口前置。若能大致确定
每个单位、每个小区甚至每个人核酸检测的大致时间，
就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排队。
　　全民核酸检测排长队、人员扎堆的现象，暴露了一些
地方基层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当地有关部门也要反
思，社区管理是否存在大、散、乱问题，防疫工作是否还没
做到精细精准。
　　记者在平时采访中了解到，现在很多地方实行网格化
管理，已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格局，但有些网
格范围太大，不能精准到楼，更别提单元。有的社区网格长
要负责十几栋楼，管理上千个人，核酸检测的时候，网格长
一声喊，十几栋楼的居民会扎堆去排队。同时，物业弃管的
一些老旧小区住着很多老年人，如何拿出更精细化的组织
方案，如何让他们有序地接受核酸检测，也考验工作方法。
　　防范扎堆核酸检测的防疫风险，提升核酸检测能力
也是重中之重。尤其要发挥好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乃至村卫生室的功能，逐渐完善家庭医生等制度，并
培养更多的检测人才，拓展全社会的检测能力。只有这
样，各地在应对全民核酸检测时，才更有底气、更有序。
　　当然，要解决核酸检测排长队的问题，各地群众也
能有所贡献。不少群众喜欢提前候场，也是导致排长队
的原因之一。其实，只要做好预约登记，完全没必要抢
着去检测，徒增感染风险。如果大家都能更从容，核酸检
测会更有秩序，也能减轻防疫人员的压力，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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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防疫这道题须共答

本报评论员张丽娜

　　 1 月 16 日，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
了两位退休官员被查的消息：原旅游局巡视员
李鹤，66 岁，已退休 6 年多；煤田地质局原局长
王振，75 岁，已退休近 15 年，刷新了官员被查
的年龄纪录。媒体梳理发现，十九大以来，退
休官员被查的案例大幅增加，有的办完退休手
续同年就被查，有的退休 18 年仍难逃问责。
　　随着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一些领域正在开
展倒查专项行动。比如，过去一年间，内蒙古
倒查煤炭资源领域腐败 20 年，已揪出近 50 名
腐败分子，其中不少人已退休多年。在多地爆
出“纸面服刑”事件后，监狱系统也对“减、假、
暂”案件倒查 20 年，“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处一
案带一串，同样有不少“高龄贪官”锒铛入狱。
　　倒查 20 年，是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攻坚
战，是净化和修复政治生态的攻坚战，时间
跨度大、涉及层面广、牵扯的利益关系复杂，

在官场造成很大震撼。
　　之所以要倒查，是因为很多腐败问题根
子很深，时间跨度很大，短期内难以察觉。以
涉煤腐败为例，很多问题已滋生蔓延数十年，
有些地方几乎各层级干部都有所牵扯，用办
案人员的话说，“有煤的地区、管煤的部门、涉
煤的企业、配煤的项目几无净土”。相关问题
对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
都造成了破坏和扭曲，要在短期内撕开口子、
揭开盖子、挖出根子绝非易事，而倒查能够弥
补过去在从严治吏方面的一些短板。
　　不过，对于那些“陈年旧案”，地方党委
政府的新官如果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不触
及深层次的矛盾和实质性问题，仅靠在办公
室查档案、查手续、问程序，或是在思想上有
差距、认识上有误区，其态度就不可能坚决，
行动也不可能果敢。
　　记者参加多次“煤炭倒查 20 年”的专
项会议，采访过多位办案人员。最初一些
人的思想也有偏差，不愿触及甚至不敢触
及真问题，怕出头得罪人，怕翻旧账引火烧
身，以“我没经手”“我不清楚”等理由推诿
扯皮。但是，正因为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一

直没有改变高压态势，一直在出重拳、下
狠手，不论身份、职务、贡献大小、退休与
否，只要发现腐败问题就严惩不贷，这才
使得相关工作顺利推进。
　　客观来说，要倒查腐败问题，谈何容
易。那得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剥，像
起土豆一样一窝一窝地挖。仍以涉煤腐败
为例，探矿权、采矿权如何拿到手、又怎么
转手的？股权交易背后有没有猫腻？灭火
煤如何变成腐败煤？招商引资如何变成套
煤骗煤？这些违纪违法行为，都不是一般
人能干出来的，而且往往是披着合法外衣
干违法勾当，在程序上也不会轻易留下破
绽，办案、破案都要“啃硬骨头”。
　　前些年，在巨额利益诱惑下，一些地
方法规形同虚设，权力肆意妄为：有的

“老子前台批煤，子女后面捞钱”；有的干
部赤膊上阵、利用权力直接拿煤；有的通
过干股、暗股等方式参与其中谋利；有的
干部以资源为砝码，借机搞攀附、架天
线，结权贵，谋职务；有的相互勾连，共同
啃噬国家利益，严重破坏政治生态……
这些都是倒查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最近，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一种声音，有
些干部觉得“倒查 20 年”过于严苛，已经影
响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出现这种杂音，恰
恰说明当前的倒查工作补上了过去反腐工
作的一个关键漏洞。过去一些问题干部盼
着退休，因为退休就意味着“平安着陆”；如
今越来越多退休干部被查，已经传递出明
确信号：一朝涉腐，终身可追责。
　　内蒙古倒查涉煤腐败，一年挖出 50 多
名高级别干部，进一步说明了反腐形势之
严峻。这也提醒我们，在全面从严治党、从
严治吏的问题上，绝不能有“差不多了，可
以松口气、歇歇脚”的思想，不能有“打好一
仗就一劳永逸”的想法，必须利剑高悬、震
慑常在、久久为功。
　　当然，倒查不是把有关问题找出来、把腐
败分子揪出来、把资产损失追回来、把制度机
制建起来就万事大吉了，通过倒查，要从权力
观、事业观、政绩观、发展观、群众观层面深入
查一查，真正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政治生态。通过倒查去除腐败存量，健全
体制机制，形成巨大震慑，才能从源头上减少
腐败增量，更好地实现政治清明。

倒查 20 年挖出 75 岁贪官，传递什么信号

新华社记者田晓航

　　近期，全国多地发生新冠肺炎聚集性
疫情，给疫情防控敲响了警钟。除却天气
寒冷客观上有利于病毒存活、人口跨区域
流动造成病毒扩散等客观原因，针对防控
存在哪些薄弱环节、主观过失和违法违规
行为，应当深刻反思、认真整改。
　　分析本轮疫情不难发现，因防疫意识淡薄
而扎堆聚集，为病毒快速大面积传播提供了温
床。在河北、黑龙江等地近期疫情中，农村地
区临近年末走亲访友、赶集、红白喜事等活动
较多，造成人员聚集，从而频频“爆雷”；在吉林
省，一名输入病例曾与多场集中营销活动有密
切关联，已造成“1 传 102”的“超级传播”。
　　跳出这几个省份来看，怕麻烦的怠惰情绪、“不
会有事”的侥幸心理、“与我无关”的不负责任态度，
正在让病毒有机可乘。入冬以来，在空气流通不好
的室内，已有不少人摘下口罩，扫码登记、测量体温
等程序在某些公共场所已形同虚设。
　　疫情远未结束，个人做好积极预防仍是避
免感染最有效的办法。不扎堆、少聚集、一米
线、戴口罩……这些举措不应停留在口头，也
不该随着形势好转而被抛诸脑后。一旦防控
歇歇脚、松松劲，病毒就会乘虚而入。有关部

门和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应尽快压实责任，
严格依法依规，查漏补缺，防止防控“断链”。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为了自己 和
他人的健康与生命安全，让我们打起精

神，从我做起，守好自己的“责任田”，不
再 给 病 毒 反 扑 的 机 会 ，不 让“大 意”或

“不负责任”毁掉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新华社北京 1月 18日电

新华社发 徐骏作

义乌就地过年“暖政”，是教科书级“抢人策”

新发展理念的
“根”和“魂”

别再给病毒反扑的机会

　　 1 月 17 日，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小
饭桌”托管隐患该正视了》，就“小饭桌”
的 乱 象 进 行 评 论 ，引 发 网 友 广 泛 讨 论 。
以下为选摘评论———
　　为什么“小饭桌”会存在？还不是因为学
校的放学时间和家长的下班时间冲突？哪家
的父母，有业余时间，不愿意多陪陪孩子呢？
实在是条件不允许啊！
          ——— 网友“Chow”
　　小饭桌与教育问题关联，小诊所与医疗
问题关联。许多小问题，实是社会大问题。
　　        ——— 网友“haha”
　　小饭桌反映大问题。还得在挖掘学
校潜力上下功夫。比如，可以考虑利用学
校的资源，让第三方人员参与到服务中。
　　        ——— 网友“张磊”

本报评论员易艳刚、屈凌燕

　　地方公共政策可以人性化到何种程度？
浙江义乌发布的就地过年政策提供了优质答
案。春节期间，除了常规的物资供给与便民
服务，留义过年人员还将享受春节消费券、
20G 免费流量、免费观看文艺演出、免费逛景
区、健康体检五折等多重福利，留义人员子女
还能免费参加冬令营活动，正常营业的餐饮
单位、便利店、快递网点等都能领取补贴。
　　疫情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春节防疫这道
考题，可谓“全国一张卷”，考验社会治理水

平。从近期媒体报道来看，各地“答题水平”
参差不齐，有的地方用“加码隔离”的土政策
让人员流动骤停，有的地方似乎把防疫当成
了迫不及待地“赶人”，有的地方突然发通知
要求学校第二天全部放假……但义乌呈现
给公众的，无疑是一份“高分答卷”。
　　有人说，义乌慷慨地派发“春节大礼
包”，前提是当地经济比较富庶。持这种看
法的人显然没有意识到，制定公共政策不能
只计较投入的多寡，而忽略政策细节里传递
的民本情怀。更何况，让留义过年人员及其
子女能过一个安全、舒适的春节，让忙碌了
一年的市民和新市民都能以贡献者的身份
细品城市温暖，实施这项政策所创造的社会
效益以及为城市形象加的印象分，很可能远
超政府补贴的经济成本。

　　人们喜欢一座城市，往往源于一种被
尊重、被认可的归属感。义乌的就地过年
政策，最值得点赞的地方正在于，政府将

“尊重”“认可”具象化了。在这些政策面
前，每个留义过年人员都是平等的建设者、
贡献者，他们关注的痛点、堵点与难点，正
是政府施策的切入点、关键点与突破点。
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春节期间用工、租
房，还是日常餐饮、手机送流量，每个政策
细节都很有针对性，因此深得人心。
　　换个角度看，近些年，每年春节后，很多
城市都会遭遇“用工荒”，一些地方甚至会派
专车去劳动力大省接工人返程。今年因为
疫情，因为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呼吁就地过
年，使得很多劳动者留在义乌，经过春节期
间无微不至的政策优待，这些人大概率会继

续为义乌建设作贡献。就此而言，义乌的
“暖政”是最好的留人留心“教科书”。
　　由此想到，这些年各地在“抢人大战”
中使尽浑身解数，但其实更高明的“抢人
策”，恰恰是在一些日常细节中做到极致。
反之，一些地方遭遇严重的人才流失，恰
恰是因为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缺少对人
的尊重，让他们攒够了失望。“平时不烧
香，急时抱佛脚”，现有人都留不下，怎么
可能抢得来人？
　　如何让民众安心地就地过年，这道考
题还未到最终交卷时。对很多地方来说，
向“先进生”学习还来得及。与其春节后
为“抢人”抓耳挠腮，倒不如先把眼前的就
地过年政策制定得更暖。毕竟，政策暖，
人心就暖，心暖何愁人不归？

本报评论员刘晶瑶

　　某省一市委书记在
机关食堂掌掴市政府秘书长的消息在网络刷屏。18
日，有报道说，当地市委相关负责人回应称，网曝帖文
与实际情况稍有不符，双方或都有过激行为，相关部门
正在调查。
  不管调查结果如何，身居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在
公共场所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太“辣眼睛”，有辱斯
文，与人们期待的领导干部形象相去甚远，影响可谓
恶劣。
  “约之以礼”，恭敬谦让，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社
会公德观。就是现在的小学生，也都知道有矛盾有意
见“有话好好说”，不能动手。
  在古代，中国人对官员的言行标准要高于普通公
众，官员还承担着一定的教化功能。所谓“以吏为师”，
就是说官员负有引领和塑造民风之责，要以身作则。
  我们党尤其重视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从党内条
例到国家公务员管理条例，都有对党员、公职人员行为
规范的明确规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群众做表
率，共产党的干部，比过去的官员有着更高的标准，更
严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阐述如
何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总书记的要求语重心长又
坚定：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
课…… 
  舆论高度关注“掌掴闹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
们对少数领导干部作风粗暴、江湖习气、颐指气使耍官
威的深恶痛绝。这一记“耳光”，其实是从反面“打醒”
更多领导干部：只有严格遵循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要
求，注重官德与修养，才能不被群众戳脊梁骨。

这一记“耳光”
是反面“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