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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评 论 员
张典标

　　1月31日晚，天津市发布最新春节返
乡规定，要求各涉农区精准落实防疫要
求，规范人员分类管理，返乡人员至少持7
日内核酸阴性证明返乡，实施14日居家医
学观察，健康码为“橙码”。有媒体报道，这
一政策已于发布前几日开始实施。1月28
日从北京丰台区回到天津环城四区(近郊
区)之一家中的丁文远的健康码就已变为
橙色。
  政策发布后，计划返回天津的网友炸

了锅，有人问，从低风险地区回低风险地
区，绿码为什么得变橙码？还有人疑惑，到
底哪些属涉农地区？
　　有媒体咨询后得知，天津将除市内六
区以外的其他地区都视为“涉农”。这意味
着天津市的环城四区和远郊五区都被划入
农村地区。有媒体估计，如果不计入滨海新
区，按照天津返乡新规，只有1/50不到的面积
算得上城区。
  一律将这些地方都按农村进行防控，网
友认为有一刀切的嫌疑。作为城市化“近水
楼台先得月”的地区，超大城市的郊区与典
型的乡村地区有很大区别，精准细分哪些是

农村，哪些是城市，在执行操作中完全可行。
划分得更精准一点，不仅会方便群众正常的
生产生活，而且还能减少防疫成本。
  另外，天津有关方面一律把涉农区
返乡人员绿码变成橙码，似乎也依据不
足。一般来说，只有确诊人员的密切接触
者，或来自中高风险地区、封闭管理小
区内的居民，健康码才会变橙色。“涉农
地区返乡人员一律变橙码”的规定，无
异 于 给 返 乡 人 员“画 地 为 牢”。虽 然 有

“经社区管理人员（网格员）批准，可进
行必要出行”的规定，但必要外出时手
持橙码也会寸步难行。此举相当于把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要求的居家
健康监测“加码”成“隔离”。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1月31日明
确返乡防疫“六个不”，强调“层层加码”和

“一刀切”，也是对宝贵防疫资源的浪费，要
规范落实2021年春运期间的疫情防控要求，
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不得在
现行政策的基础上擅自“加码”。如此这般

“变色加码”符合中央“六个不”的要求吗？
  在精准防疫这件事上，天津有关方面
不妨再把工作做得细一些，在细微处显

“津”心 ，让 群 众 放 心 过 个“津 津 有 味”
的年。

本报评论员
刘良恒、袁汝婷

　　位于湖南省长沙县黄兴镇的许光达故
居院内，一座“让衔碑”格外引人注目。它记
录着新中国10名大将之一的许光达几番

“让衔”的故事。新一轮市县乡领导班子换
届启动之际，重温这位革命前辈的故事，更
令人感慨，令人警醒。
　　1955年秋，全军实行军衔制。许光达得
知自己被提名授予大将军衔，当即向时任
军委副主席贺龙提出降衔要求。由于未获
回应，他深感不安，连夜写下“降衔申请”。
许光达的这一举动，令毛泽东同志大为感
慨和称赞。最终，“降衔申请”没有被采纳，
许光达仍然被授予大将军衔。“让衔”不成，
许光达又打报告，要求降低行政级别。这一

次，他得偿心愿，行政级别由四级降为
五级。
　　谦虚逊让、功成不居，这是一名老共产
党员的政治品格。得知被提名授予大将军
衔，他“高兴之余，惶惶难安”，坦陈“此事小
槌似的不停在敲击心鼓”；他问自己：“在中
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
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他
甚至主动给自己“差评”：“对中国革命的贡
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字
里行间可以看出许光达的挚诚。几番“让
衔”，绝不是做做样子、摆摆姿态，而是面对
名利始终怀有清醒、谦逊和敬畏。
　　许光达“让衔”，真正诠释了老一辈革
命家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戎马一生，历
尽艰辛，为的是追随革命理想，而非个人名
利。因为心中有信仰、肩上有担当，所以不

惜抛头颅、洒热血。
　　毛泽东同志称赞许光达是“一面明镜”

“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的确，对照许光达
“几番让衔”的动人事迹，令一些党员领导干
部汗颜。有的人入党动机不纯，公心不足而
私欲有余，满脑子想的是面子、位子和票子；
有的人干工作谋事业三心二意，一门心思

“跑官要官”，削尖脑袋往上爬，甚至不惜大
搞邪门歪道、政治攀附；有的人没有形成正
确的权力观，为了博取所谓“政治资本”不惜
恃权逞威、胡作非为；有的人不能正确对待

“进退留转”，上去了就洋洋得意、沾沾自喜，
退下来就唉声叹气、长吁短叹，留下来就“做
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凡此种种，与老一
辈革命家高尚品格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今年是建党百年，也是市县乡领导班
子换届之年。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之所

以依然年轻，活力迸发，保持着强烈的自我
革命精神，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
贯彻正确的组织路线，大批好干部被选配
到合适的岗位上，在各个地区、各个行业、
各个层级为理想和信仰接续奋斗。
　　换届工作中尽可能选贤任能、配强班
子，是题中应有之义。面对可能出现的种种
结果，广大党员干部不妨多学学许光达大
将，见贤思齐，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胸
襟，充分相信组织，正确对待个人名利得失
和“进退留转”。
　　在许光达过世后，人们发现，他生前曾随
身携带着一本《毛泽东选集》，扉页上写着一
首七绝：“百战沙场驱虎豹，万苦艰辛胆未
寒。只为人民谋解放，粉身碎骨若等闲。”这
是一名真正的、纯粹的共产党员的精神写
照，更是今天的共产党人可资借鉴的“明镜”。

“让衔碑”启示领导干部如何对待“进退留转”

返乡绿码变橙码，“变色加码”符合“六个不”吗？

本报评论员吉玲

　　最近看到一则暖闻：南京某企业员
工庞先生一月初到石家庄出差，结果赶
上疫情，抵达当天就被隔离。在酒店待
了20天后，公司发现庞先生胡子拉碴、
精神恍惚，担心他抑郁，火速成立了“隔
离同事慰问办公室”，每天安排人远程
陪聊、陪吃、开展心理疏导。网民纷纷为
这 家 有 爱 的 公 司 点 赞 ，夸 他 们 是 良 心
企业。
　　去高风险地区出差被隔离20多天，这
样的遭遇确实有点闹心，但也是为配合防
疫、为抗疫大局做贡献。网民热议此事，一

方面是当事人“看发型就知道快疯了”“靠
出差提升地位”的喜感，另一方面是这家企
业的温度与人性化。
　　此前，有企业为节省人力成本“在
线解雇”被隔离员工，有企业纠结隔离
算不算旷工，有企业拒绝支付员工因工
作出差被隔离产生的相关费用……不难
理解为何网民齐夸这家企业。毕竟，特
殊时期如何对待员工，更能看出企业精
神的底色。也许无心插柳，但抗疫时期
的 情 怀 与 担 当 ，效 果 堪 比 一 部 精 妙 的

“形象广告”。
　　另外，给被隔离的员工更多关怀，用陪
聊陪吃防范抑郁情绪，并不需要公司额外

付出太多人力物力财力，却能让员工感受
到集体的温情暖意，进而更有归属感。用这
些细节把员工凝聚起来，最终受益的还是
企业。
　　企业关怀员工成为新闻，也从侧面
反映了企业关怀属稀缺资源的职场现
实。其实，网民的每一次点赞，都是对理
想工作模式的一次“站台”。鉴于并非所
有因疫隔离的人都能像庞先生这样幸
运，也得给各地政府、各用人单位提个
醒，在严格落实防疫政策的同时，也要像
对待奋战在疫线的英雄一样，对于确诊
者、被隔离者等群体，有更多体制机制层
面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

为被隔离员工设“慰问办”，这个可以有

本报评论员易艳刚、俞菀

　　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中小
学 生 原 则 上 不 得 将 个 人 手 机 带 入 校
园。有些人对此持不同看法，但大多
数人都深表认同，有家长甚至觉得教
育部措辞应该用“禁止”而非“原则上
不得”。面对鱼龙混杂的移动互联网
世界，很多生活已被手机绑架的成年
人，都希望孩子不要像自己一样成了

“手机控”。
　　其实，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进校
园，并不算新规。2018年教育部、国家
卫健委等八部门发布的《综合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就已明确提
出，“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
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教育部重申这
一规定，恰恰说明要彻底改变中小学
生 在 校 园 过 度 使 用 手 机 的 局 面 并 非
易事。
　　事实上，已有不少国家明确立法
禁 止 未 成 年 人 携 带 手 机 进 校 园 。 比
如，法国自2018年9月秋季学期起，禁
止3至15岁的学生在校使用手机；澳大
利亚不少公立小学实施手机禁令，以
减少网络欺凌和学生不必要的分心。
尽管我国还未对中小学生在校使用手
机问题立法，但这些年全国两会和地
方两会都有相关讨论。
　　虽然有一种意见认为，手机已成
为很多家庭的“电子保姆”，深度嵌入
孩子的娱乐、学习等方方面面，他们已
很难适应没有手机的生活了。但冷静
想想，这又何尝不是一些成年人将自
己深陷其中的“信息焦虑”投射到孩子
身上？
　　对孩子来说，与同学、家人、师长、
大 自 然 和 真 实 社 会 生 活 面 对 面 的 沟
通，才是最好的成长；阅读人类文明精
华的书籍，才是最好的养分。手机，对
青少年学生而言并非“刚需”。
　　相反，放任青少年过度依赖手机，
带来的恶果不胜枚举。比如，偷玩游
戏、刷手机消遣，分散专注力；再比如，
网络信息鱼龙混杂，孩子又缺少辨别
能力，很容易被带偏；而在此前一些案
例中，很多严重近视、睡眠障碍和身患
抑郁症的青少年学生，都有沉迷于手机不可自拔的痛史。
　　手机当然不是洪水猛兽，使用手机也不会必然导致
上述问题。但是，手机是一个工具，到底是掌握它还是被
他奴役，对使用手机的人是巨大考验。对青少年学生来
说，手机的潜在危害是现实的。我们不能等出现了严重
问题，再后悔当初没有锁住“潘多拉魔盒”，那样的试错
成本未免过于高昂。
　　要确保校园生活不被手机支配，也要努力戒除教学中
的“手机依赖症”。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教育部也明
确规定，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
完成作业。这样的配套要求是必要的，毕竟，不能一边限制
学生使用手机，一边又让手机成教学和完成作业的工具。
　　当然，我们也不能指望“一禁就灵”。最管用的约束，是
来自内心的认可。对于家长来说，以身作则，引导孩子培养
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至关重要。否则，恐怕会出现“校内
不用，校外疯狂用”的问题，甚至使得一些未成年人为用手
机绞尽脑汁，又带来新的问题，造成的伤害或许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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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刘晶瑶

　　截至1月31日，2021年电影春节档预售总票房达到了
1.35亿元，其中大年初一单日预售票房突破了1亿元。目前，
有7部影片定档今年大年初一，分别是《唐人街探案3》《你
好，李焕英》《侍神令》《刺杀小说家》《新神榜：哪吒重生》《人
潮汹涌》《熊出没：狂野大陆》。
　　7部春节档影片，是一道题材纷呈的文化大餐，更凝聚
了无数影人的心血。观影爱好者关注预售榜单，为的是挑
挑选选，找出哪部才是“心头好”，走进影院支持所爱。市
场关注春节档预售，更看重亮眼成绩单的底色，并借由春
节档探视全年票房增速回暖。
　　犹记得，2020年春节疫情凶猛，原定春节档上映的电影
全部撤档。往年的黄金档，成为史无前例的“空档”。撤档电
影纷纷发声，“疫情发生，我们亦当众志成城，以防疫为重，
以生命为重。”“我们会配合各渠道开启退票流程，最大限度
降低观众损失。”
　　做出撤档决定并不容易，为了共同抗击疫情，电影行
业做出了牺牲，按下了暂停键。观众纷纷表示理解，期待
电影再次定档，希望他们早日渡过难关。
　　过去的2020年，中国电影市场经历了极不平凡的一年。
受到新冠疫情“黑天鹅”重创后，国内电影市场率先实现V
形反弹，下半年多部影片实现票房和口碑的双重成功，国庆
档期全国电影票房收获近40亿元，总观影人次近亿。内地全
年票房首次超过北美，成为全球第一大“票仓”。这一成绩，
离不开全国疫情防控的切实努力，离不开影院严格落实健
康检测、场馆消毒、出入登记、接纳人数限制的防疫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暴发前，电影市场一度浮躁风盛
行。一些粗制滥造之作充斥银幕，流量明星与资本捆绑，烂
片也能赚得盆满钵满。乱象重重，投机者得利，却让深耕创
作的影人伤心。
　　不能纵容劣币驱逐良币，理应正本清源。疫情，对于电
影市场是危，更是机。一场速冻，冻掉的是“重颜值轻演技，
强宣传弱故事”的浮躁风，留下的是厚积薄发，沉淀积累后
的佳作。
　　2021年春节档，叠加“就地过年”倡议，市场高度关注。希
望疫后重生的中国电影行业，能不负观众期待，持续贡献经得
起时间检验的精品力作。

春节档检验的不只是票房

李亮亭

　　43岁的大刘是三个儿
子的母亲，一家人靠养猪
致了富。为了便于孩子上
学 ，他 们 在 县 城 买 了 楼
房。平日里跟三个儿子住
在县城，丈夫则在村里经
营 养 猪 场 ，一 家 人 其 乐
融融。
　　随着大儿子一天天
长大，2016年10月，大刘听
说开发商“海天国际”在
离家不远的县城开发了
一 个 楼 盘 ，房 子 平 方 米
3200元左右。原本她就计
划为儿子买个离家近的
婚房，于是，便瞧准时机
从积蓄中拿出10万元钱交
了 押 金 ，成 为“ 购 房 会
员”，等待开盘摇号。
　　可喜的是，自从交了
押金，县城房价一个劲往
上蹿。大刘心里比吃了蜜

还要甜，还常向亲朋好友显摆自己的超前
选择。
　　没想到，2017年6月，她从开发商那
里得知：当初只有190户的楼房，开发商
却收了300余户的押金。房子不够分，让
大刘等待着第二期开盘。开发商把当初
预交的10万元钱，以退“会员费”之名，退
回大刘8万元，剩下的2万元则以购房意
向金的名义收存。大刘当时不知道开发
商此举涉嫌非法融资。
　　大刘也想不通，自己交钱在前100名
内，先来后到也该分着房了。时间在等待
中一天天过去。就在前几天，她终于等来
了消息：让她抓紧去看盘。
  到了开发商办公地点，她却被告知：
房子是以当下的市场价为标准出售，考
虑到业主的实际情况可以每平方米优惠
200—300元，均价早已跃升至5900元。大
刘算了算，当初承购一套120平方米的楼
房，现在却比之前的购买价多出30多万
元。眼看儿子一天天长大，也有了对象，
房子却搞成这个样子，看来大刘这个春
节只能在烦恼中度过了。

被
县
城
新
楼
﹃
盘
﹄
了

新华社记者马云飞、孟宜霏

　　牛年春节将至，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
景下，这个春节不同以往。“就地过年”成为
许多中国民众的主动选择。
　　随着春运正式开启，外出、返乡人员逐
渐增多，聚集性活动变得频繁，疫情传播风
险进一步升高。减少人员流动聚集是避免
交叉感染、阻止病毒传播的有效方式。
　　为兼顾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政
府有关部门发出了“就地过年”“非必要不
返乡”倡议。这样的倡议不仅是求真务实
的科学之策，也是基于疫情防控的理性
之举。
　　中国是全球率先克服疫情影响、实现
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能取得这样的
成绩，得益于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统筹平衡。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挑
战与机遇并存，疫情防控容不得丝毫松懈
大意。诸多领域和企业仍在缓慢恢复，任何
潜在的疫情风险都可能对其造成破坏性影
响，中国经济也将遭受打击。
　　任何政策的有效实施都离不开民众
的参与和配合。人们既为自己和家人的健
康负责，同时也参与到国家抗疫斗争中。

“就地过年”倡议提出后，得到民众和企业
广泛响应。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春运期间
将发送旅客11.52亿人次左右，比2019年
下降六成多，比2020年下降两成多。春运
前三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分别为308万、
283万和296万人次，仅为去年同期水平四
分之一左右。
　　“就地过年”并不意味着采取“一刀切”
措施，而是“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
级分类差异化防控”，既要符合疫情防控实
际需要，也要给予人们选择的自由，尊重人
们返乡团圆的权利。

　　然而，一些地方在落实“就地过年”倡
议时，借疫情防控之名层层加码，甚至采取
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做法，暴露出治理能
力的不足和推卸责任的懒政心态。对此，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及时纠偏，对北京市以
外的省份明确提出，不得随意禁止外地群
众返乡过年，不对返乡人员实施集中隔离、
居家隔离措施等“六不准”。
　　为方便民众“就地过年”，不少省市推
出了暖心举措。例如，为春节不回家的务工
者提供包括现金补贴、租房补贴、消费券、
电影票、免费进入旅游景点等在内的多项
惠民福利。一些地区还为春节期间无法与

家人团聚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安排了志
愿者定期探访。
　　“就地过年”搭配“温馨礼包”，既降低
了病毒传播风险，又尽最大可能确保群众
过上一个安心、舒心的新春佳节。
　　“就地过年”不仅在于人们将以特
殊方式度过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更
体现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和默
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个
春节将是中国社会韧性与活力的又一次
体现，也是“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
时代注脚。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就地过年”背后的科学、理性与默契

■征稿启事 

  《新华每日电讯》“草野·宇下”栏目
长 期 征 集 读 者 来 信。我 们 期 待 收 到 来
自 不 同 地 方 的 中 国 故 事 ，倾 听 来 自 不
同 行 业 群 体 的 真 实 声 音 ，尤 其 欢 迎 来
自 基 层 的 生 动 细 节 ，反 映 时 代 进 步 的
细 微 变 化。
  邮箱：xhmrdxpl@163.com。
  来稿请注明“草野·宇下”，请勿使用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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