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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有媒体曝出，对停放不足 3 天的遗体，北京
某三甲医院太平间收取近 4 万元的费用。一时间，

“天价殡葬费”引发热议。不少网友也在社交平台吐
槽类似经历。
　　这份“天价账单”从何而来？仔细查看殡仪服务
单，密密麻麻的收费项目令人眼花缭乱，甚至出现

“沐浴 SPA 服务 5990 元”“供饭服务 600 元”“垫背
钱”等不知所云的内容。如此服务，看似明码标价，实
则漏洞百出。
　　比如，花样繁多的殡葬项目，收费标准是如何
界定的？如果任由殡葬服务提供方信口开河、漫天
要价，岂非变成“敲竹杠”？退一步讲，即便家属沉浸
在痛失亲人的情绪中，工作人员也应在收费前明示
收费标准，尊重家属的自愿选择。北京市殡葬协会
行业自律公约也明确提出，会员单位经营过程中，
凡涉及收费项目的，要在服务场所醒目位置明示服
务条款。很明显，该医院提供殡葬服务涉嫌价格违
法、运营失范。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国人历来
秉承“逝者为尊，死者为大”的理念。为尽孝道与哀
思，通常会尽力把殡葬事宜办得“体面”。这却成了少
数人巧立名目的机会，把慎终追远变成了慎终追

“钱”的闹剧。
　　此前，民政部门强调，殡葬服务单位在提供服务
过程中，应遵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严格规范服务和
收费行为。要引导群众理性消费和明白消费，不得违
反公平自愿原则以任何形式捆绑、分拆或强制提供
服务并收费。然而在现实中，“天价寿衣”“天价墓地”
等乱象却屡禁不绝。
　　究其根源，一是因信息不对称和垄断滋生的行
业傲慢，让殡葬业变成乱象丛生的“灰色地带”。二是
监督不严、管理不实，让殡葬业滋生出寻财空间。
　　治理乱象，有关部门应切实履职尽责，既要破
除隐形垄断，细化殡葬服务的价格清单与市场主体
的责任清单，让市场回归良性发展；也要强化监督
管理职责，整饬“天价”乱象，严打扰乱市场的害群
之马。
　　针对此次事件，有关部门经初步核查，已确认承
包该医院太平间的公司在殡仪服务收费过程中涉嫌
存在价格违法问题，北京市市场监管执法总队将成
立联合调查组，对涉案公司立案调查，尽快查清违法
事实，并依法从快从严查处，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
益，保障良好的殡葬消费环境。涉事医院也声明称将
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深入调查，按要求坚决
整改。
　　这究竟是一起个案，还是水面上的冰山？希望
有关部门尽快查清事实、厘清责任，给公众一个交
代。更重要的是，当以此事为契机，整顿市场、强化
监管，彻底清理“天价殡葬”乱象，切实解决群众的
殡葬负担。    (本报评论员田晨旭、邰思聪)

3 天停放收费近 4 万元

“天价殡葬”为何屡禁不绝

　　在上海疫情防控最吃劲的阶
段，一些境外媒体和机构称，如果
上海继续“封锁”，将重创中国经
济。不可否认，作为中国金融和经
济中心城市的上海会因疫情反弹
遭遇短期经济冲击。但两年多的
抗疫实践告诉我们，当下坚决把
疫情“防”住，正是为了经济更可
持续的稳定。上海正在经历的短
期“阵痛”，不会也动摇不了中国
经济的基本盘。
　　从目前上海的疫情防控形势
看，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是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必须坚守的底
线。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的新一轮
疫情来势凶猛，如果不及时“动态
清零”，一旦形成更大范围的规模
性反弹，将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更
严重损失。
　　上海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中
承载着重要功能，封控措施不可
避免会按下经济“慢行键”。但也
要看到，韧性强、回旋余地广是中
国经济的鲜明特点，如果认为短
期的、局部的冲击会动摇中国经
济的基本盘，动摇中国经济的基
本面，那是对中国经济潜力和韧
性的一种低估和短视。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当前从中央到地方不断细化
防控政策的同时，一系列稳增长
政策举措持续发力，对冲前期损
失，积蓄发展后劲。放眼全国，大
部分地区疫情逐渐好转，正在争
分夺秒复工复产。即便在上海，全
域静态管理之下，金融市场正常
交易，港口码头全天候运行，一些
高科技制造业企业选择封闭生
产。尤其是，在中央政府的有力统
筹下，各地正在以“一盘棋”思维
做好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工作，这
是实现“两手抓”“两手硬”的必要条件。
　　严峻复杂形势下，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一方面要
统一思想，团结一心，尽快遏制上海疫情蔓延势头，防
止“短痛”变“长痛”；另一方面，要用更长远、全局的眼
光看中国经济。中国具备坚持“动态清零”的条件和能
力，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
变，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相信随
着疫情形势逐步缓解，中国将向世界贡献更大的复苏
力量。          （记者谢希瑶、何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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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上海每日新增阳性感染者数量仍
处于高位，全市大部分区域实行“静态管理”
模式，到了咬紧牙关、坚决阻击疫情的关键
时刻。
　　应对非常之难，唯有科学精准“动态
清零”。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坚持不懈，是
做好“动态清零”的必要条件。“坚持就是
胜 利”，面 对 城 市 按 下 暂 停 键 的 短 时“阵
痛”，面对一时的不方便，如何凝心聚力把

“动态清零”这个中国战疫“法宝”继续坚
持好，既要把我们的制度优势、文化优势、
治理优势发挥好，也要把两年多来党领导
中 国 人 民 战 疫 的 宝 贵 经 验 总 结 好 、运
用好。
　　两年多来中国战疫经验证明了“动态清
零”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无论是“武汉保卫战”

“湖北保卫战”，还是接下来迎战各起、各类新
冠病毒疫情，实践和成果反复证明，“动态清
零”符合我国实际，也是抗击疫情的最佳选
择，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坚持“动态清零”就是尊重生命。战疫
两年多来，中国始终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屡次与“强敌”
交手的过程中，我们既尊重每一个个体，也
从不放弃任何一个群体。国家卫健委疫情
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清华
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常务副院长
梁万年说，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全人群都
是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易感人群。我国老年
人口数量庞大，一些大城市人口老年化率
较高。如果“躺平”，疫情对这类脆弱人群就
是一场灾难。
　　因此，面对人口数量庞大、疫苗接种
尚不充分的老年人群体，在人民群众的生

命 安 全 这 笔“明 白 账”面 前 ，容 不 得 丝 毫
糊涂。
　　坚持“动态清零”就是尊重科学。科学的
眼光，应是理性的眼光。如果说问题的始因是
因为我们对病毒的认识不足，那么认识到病
毒的狡猾多变，警惕其未来的诸多可能，就是
我们当下对认识不足的最好弥补。从德尔塔
变异株到奥密克戎变异株，任何人都不能否
认病毒仍有可能出现新的变异，甚至向更坏
的方向变异。如果放弃“动态清零”，结果可能
就是大规模的感染、死亡，医疗资源的挤兑所
带来的更多次生灾害。
　　有关研究表明，虽然奥密克戎变异株流
行期间的病死率下降，但同期因疫情造成的
死亡总数却高于德尔塔变异株流行的同期
死亡总数，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的危害依然
严重。
　　科学的眼光，应是发展的眼光。2020
年，面对疫情的冲击，中国在率先控制疫情

的基础上，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两年多来，中国一直在思考：如何用更小
成本在更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减少疫
情对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产生活的影
响。不能否认的是，当下人民群众的生产
生活存在诸多不便，但这些短时的“阵
痛”都是为了实现更稳固的“长康久健”，
让经济社会发展更可持续，让人民生活
更美好更幸福。
　　当然，“动态清零”的硬道理要讲好，民
生保障和公共服务也必须做好，上海等地
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坚定了人民群众共
克时艰的信心。
　　总之，坚持“动态清零”不犹豫不动摇，
是“国之大者”。一时不方便，是为了“长康
久健”！
　　危和机同生并存，克服了危即是机。

“风物长宜放眼量”，正是此义。
（本报评论员袁全）

坚持“动态清零”，“一时不便”是为了“长康久健”

战疫守“沪”

　　近期新冠疫情多点散发，不少地方抗疫
人员背负巨大压力，在各自岗位上昼夜坚守，
赢得理解、尊重和点赞。然而，也有个别疫情
防控人员，因为作风粗暴，任性执法，引发群
众不满，干扰抗疫大局。
　　近日，家住北方某市的王女士，向记者讲
述了她从外地回家的经历。王女士一个多月
前去老家看望病重的母亲。由于疫情，她迟迟
不能回到自己所在城市。为回家，她一直关注
国家卫健委、老家以及自己所在城市的防疫
信息。清明节后，她了解到老家所在区已超过
14 天无确诊病例，根据当前防疫管理政策以
区县为单位划分，她具备回家条件。

　　王女士仍不放心，又与自己家所在城市
的社区联系，确认符合返回条件。再次检查核
酸检测报告、健康码、行程码都没有问题后，
4 月 9 日，王女士独自驾车 600 多公里后，傍
晚到达入城一处高速检查站，按规定，接受检
查人员每人需要填写一份防疫承诺书。排在
王女士前面的一位先生，由于家庭所在社区
的工作人员已下班联系不上，一名检查员当
场将其承诺书撕碎。“这是把要回家的人心也
撕碎了。”王女士心里想。
　　轮到王女士，这名检查员说：“从你那个
城市回来的，就此返回。”王女士反复跟他解
释，“我老家所在区已清零 14 天，根据当前的
防疫政策符合返回条件……”但是面前的检
查员不解释、不回答，把王女士的驾驶证、行
驶本、身份证收走，让其他工作人员引导王女
士车辆掉头后才返还证件。

　　王女士心急如焚，与丈夫联系，丈夫想到
了市民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详细了解情况后，
让王女士等待回复。此时被劝返的车辆已排
起长龙，很多人无奈观望。王女士不甘心，找
到附近的另一位检查员，详细述说自己的具
体情况。这位检查员听完后说，如果能联系上
家庭所在社区工作人员，确认具备返乡条件
后可以回家。王女士立即与社区工作人员电
话联系，得到确认后，这位检查员给王女士放
行。此时，王女士也接到了热线的回复电话，
告知她这种情况可以返家。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明确要求，要在落
实防控措施的同时，保障人员安全、有序流
动，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
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各地
也陆续推出了疫情防控政策措施查询平台。
但王女士一波三折的返家之路，暴露出个别

一线防疫人员执法的任性、作风的粗暴。
　　守望相助，防控疫情需要群众的积极
配合和理解支持，也需要疫情防控人员规
范公正执法、文明温情办事。从过往一些舆
情事件看，正是由于个别疫情防控人员不
当言论或行为，误导了人们对抗疫政策的
理解，消解了人们团结抗疫的力量，大大增
加了抗疫成本。因此，对那些不严格遵照政
策而是任性“自由裁量”的害群之马，应及
时给予教育警示，必要时进行问责惩戒。
　　同样一件事，我们更看到了后面那位
检查员的耐心细致、温情执法；看到了市
民服务热线的办事效率；看到了社区工作
人员的认真负责。我们为他们点赞！有这
样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人民群众一定会
理解、配合、支持疫情防控措施，何愁抗疫

“长城”不牢靠。  (本报评论员张米扬)

城市防疫卡口要严守政策而不能任性“自由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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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段时间，疫情防控
形势严峻，一些偏颇的声
音值得警惕。有的过分乐
观，把新冠肺炎等同“大
号流感”；有的过度悲观，
认为奥密克戎变异株的
关难闯，不如一放了之。
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
识：“躺平”没有出路，坚
持才能胜利。
　　奥密克戎变异株传
播更快、隐匿性更强，无
症状感染者数量较多，

“动态清零”的仗确实难
打。但若就此轻言放弃，
是对生命的不负责。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赴吉
林医疗救治组专家对当
地情况分析发现，对于
长期卧床、血液透析患
者等基础情况差、免疫
力低的人群，病毒威胁
更大。一旦撒手不管，脆
弱人群，特别是有基础
疾病、没有打过疫苗的
老 年 人 ，将 面 临 较 大
风险。
　　同时，我国人口基
数大、重症医学医疗资
源相对不足，“躺平”无
疑会造成医疗资源“挤
兑”。国家有关部门负责
人日前发出警示：如果
不管“防”，只管“治”，中
国医疗体系将面临击穿
危险。
　　两年多的抗疫实践
已充分说明，面对疫情

反复冲击，我们不仅有与病毒一战到底的
决心，也有战胜疫情的能力。坚持“早发现、
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从严从紧采取以
隔离、管控、封控、筛查等为核心的措施，可
以有效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的本土聚
集性疫情，可以实现“动态清零”的既定
方针。
　 　 逆 水 行 舟 用 力 撑 ，一 篙 松 劲 退 千
寻 。在 迎 战 奥 密 克 戎 变 异 株 的 关 键 阶
段，坚定必胜信心，鼓足决战勇气，从严
从实把防控措施落实到每一个环节，在
战“疫”中不断优化战术，“以快制快”精
准防控，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
不 动 摇 ，就 一 定 能 尽 快 打 赢 这 场 大 仗
硬仗。

（记者余贤红、田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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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三天下不了车”
“路不通没活干”……连日来，多地货车司机
上演“人在囧途”现实版，处境令人揪心。他们
本该在高速公路疾驰、走村串镇，成为物流链
的关键一环，却因道路受阻，正常生活生产都
被阻断。物流系统如同人体的血液循环，哪怕
是一根小血管不通畅，都可能引发全身的大
问题。
　　司机大哥们不容易，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疫情“拦路虎”给物流畅通出了难题，最
大的难就是“左右为难”。物流系统本就是全
国一盘棋，自扫门前雪只会满盘皆输。然而，
隐匿的病毒传播快、波及广，不得不防；物流
通道联系的是民生保障、经济运行，又不能
不畅。一时间，与病毒的博弈战在物流通道
上陷入胶着状态。
　　对于已经出现疫情的城市，畅通物流通
道，就是保障物资供应的“生命线”；对于尚未
出现疫情的城市，守好物流通道入口是疫情
防控“保卫战”的重要一环。我们既需要“畅
通”物流，又需要“阻断”病毒，该如何做到
两全？
　　一些地方对过往货车“严防死守”，背后
的情由不难理解。但有的过于简单粗暴，擅自
阻断或关闭公路，在高速公路主线和服务区
设置防疫检查点；有的一刀切，凡是外地车
辆，不管青红皂白，即便健康码是绿码，即便
行程轨迹上没有带星标识，一律不让下高速。

物流通道不仅保障民生，还是维系企业生产、
进出口贸易的命脉，一旦通道阻断，经济发展
就可能面临“失血”。抗击疫情和经济社会发
展，只顾一头，并不符合中央相关精神。
　　日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切
实做好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的通知》，要求
各地不得随意限制货运车辆和司乘人员通行，
不得以车籍地、户籍地作为限制通行条件，不
得简单以货车司乘人员、船员通信行程卡绿色
带星号为由限制车辆船舶的通行、停靠。
　　针对货运物流管理，既然粗暴的办法不
能用，简单的办法不顶用，那么就要以变应
变，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探索行之有效的运
行机制和管理办法。
　　回顾此轮疫情暴发以来的陆路运输情
况，有很多问题就是因为有大局观、贯彻“以
人为本”的理念，积极想办法、找出路才得到
解决。
　　比如，货车司机做不了核酸不能上路，
上海不仅在港区、园区设置核酸检测点，还
在市内设置专门针对货车司机的核酸检测
点，后续各地在高速公路、闸口也开始设置
核酸检测点，“做不了核酸”的问题就得到了
解决。又如，核酸结果出得慢，导致货车司机
等候时间长，各地又针对性地提高了货车司
机的核酸检测速率，减少大家等待的时间。
再如，上海港为了方便集装箱卡车司机在长
三角地区通行，将行程码、核酸等信息集中

在一张通行证上，简化司机进出港区的
手续。
　　疫情防控艰巨复杂、困难重重，主动作
为、积极探索才能出实招、真管用。而哪怕
是点上的、局部的改进，只要能让群众少犯
难、少受罪，都是十分值得的。
　　疫情防控是场持久战，堵在物流通道
上的疫情“拦路虎”还有不少。比如全链条
货物消杀、大仓和物流园区管控、人员流动
信息上报共享等等。只有将“拦路虎”一一
扫除，才能打赢这场保民生的疫情防控战。
　　疫情当前，请珍惜每一辆疾驰而过的
大货车。它承载的可能是一个社区的紧缺
物资，也是一个家庭的谋生希望。做好防疫
消杀、畅通货运通道，为司机师傅送一份平
安和温暖，也给城市的安全运转多添一份
保障。
　　疫情的考卷，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我
们必须以变应变、逐一应对。各地应不折
不扣贯彻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通
知精神，将保通保畅的工作落细、落小、落
实，及时纠偏，优化防疫通行管控措施，尽
快为货车司机解决“困”在车上的难，保证
全国物流运行顺畅。同时，一些治标更治
本的工作也要跟上。如尽快建设城市应急
供应链保障体系、加强区域协同调配、加
快数字化供应链建设等。

(本报评论员贾远琨、王辰阳)

善待货车司机，让物流“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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