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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疫情
防控正处于关
键时期，各方

都在千方百计保障物资供给，更好地满足市民
的生活。但也有一些商家，趁疫情之机坐地起
价牟取暴利，此前出现了诸如“高价土豆”“99
元包子”“78 元白菜”等价格违法行为。针对类
似行为，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从严从重从快查处
了一批。除了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快查快办，相
关平台、经营者更要加强自律，严守不赚“昧心
钱”、不发“疫情财”这道底线。
 　因为严峻的疫情形势，上海的众多小区
连续封控再加上部分市场停摆，导致一些生

活必需品价格不断上涨。还有一些商家搞
虚假宣传、货不对板、缺斤少两，对盲盒套
餐“打闷包”，或是通过大幅调高配送费变
相哄抬价格。这些糟心事，不仅直接抬高了
居民的生活成本，还进一步放大了居民的
焦虑情绪，成为防疫这道大坝上的“蚁穴”，
其危害性不小，必须从严从快查处。
 　不可否认，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商品
供求关系的变化、物流运力的紧缺，也会造
成价格波动、配送不及时等问题，这个时候
就需要加强和消费者的沟通解释，充分保
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
 　除了商品价格的变动，运费的上涨也

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市场监管部门已发布
电商经营活动合规警示，要求加强外卖等
电商平台配送骑手的管理。同时，对于疫情
期间仍然坚守工作岗位、加班加点赚“辛苦
钱”的更多骑手小哥 ，也应得到包容和
理解。
　　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一个平台、一家
企业，要想发展得更好，必须坚守社会责
任，特殊时期如果赚“昧心钱”、发“疫情
财”，不仅会遭遇法律严惩和道德谴责，还
将输掉企业的美誉度，纵然一时暴利，终将
行之不远。
     (本报评论员何欣荣、杨有宗)

不赚“昧心钱”，不发“疫情财”

　　近来 ，
小红书、抖
音 、b 站 等
大 陆 商 业

化社交软件受到台湾年轻一代喜爱，在岛内
多个平台下载量高企。对于这一纯民间的现
象，民进党当局竟诬称是大陆对台“文化统
战”和“认知作战”的新方式。分析人士认为，
民进党“泛政治化”成瘾，无端抹黑指控，只
会让人更加看透其惧怕台湾社会了解大陆
真实情况，会让“台独”编造的种种谎言被
戳穿。

民进党当局究竟在怕什么？

　　“题材丰富又好‘刷’、创意十足又紧跟潮
流”，25 岁高雄女孩庭瑄这样概括下载小红
书的原因。
　　在她看来，台湾是高度娱乐化的社会，这
样的属性使抖音、小红书在岛内走红成为必
然。庭瑄举例说，身边有朋友下载抖音就缘于
一则搞笑视频。
　　像庭瑄一样，不少台湾青年从未来过大陆，
却对大陆应用软件了如指掌，熟知大陆网络流
行语。受访者坦言，因为使用这些软件，自己对
大陆的关注度和好奇心提升了，也萌生了到大
陆旅游、学习、工作的念头。
　　“这显然是民进党当局不愿看到的，他们

当然会产生警觉甚至害怕的心理。”北京联合
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分析说，民进党当
局编织的“信息茧房”里，大陆的形象是闭塞、
负面的。“如果让年轻人通过社交软件看到大
陆真实情况，民进党和‘独’派如何继续愚弄民
众？”
　　在大陆发展的台湾自媒体人杨咏杰认
为，两岸同文同种，天然在语言上没有障碍，
民进党当局也知道这不可能改变，所以他们
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操弄各种荒唐的想象式
恐惧，尽可能切割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与
大陆的联结。

“大陆出品”等于“文化统战”？

　　好玩有用、时尚流行的大陆社交软件受
到台湾年轻人青睐，但在民进党当局和“台
独”政客眼中，这些“大陆出品”的 App 是洪
水猛兽。他们气急败坏指称，大陆对台“认知
作战”无所不在，通过抖音、小红书等社交软
件，用生活化方式对台湾青少年进行“渗
透”。
　　“这是民进党当局及其政客一贯的手法。
他们通过泼脏水、贴标签，企图丑化大陆这些
软件在台湾民众心中的形象，目的是在心理
上打‘抗中愚民针’。”杨咏杰说。
　　“单纯就因为好用，我们就看视频，查资
料，与政治毫无关系，使用时没感受到什么

‘统战’。”小红书使用者、台湾空中大学王
同学表示，岛内一些政治人物喜欢拿大陆
做文章、扣帽子，“我们有时看到一些新闻
也感到莫名其妙”。
　　炒作大陆搞所谓“认知作战”“文化统
战”，是民进党当局操弄“去中抗中”的惯
用伎俩。禁止台湾业者代理或经销爱奇
艺、腾讯视频等大陆互联网视听服务；大
陆动画片《无敌鹿战队》在台热播，被以

“大量使用大陆用语”认定为“统战”节目；
以所谓“资安风险”对“淘宝台湾”开罚，要
求限期撤资。在民进党的政治操弄中，“追
剧”“购物”“分享生活技能”都可与“大陆
统战”挂钩。
　　“民进党当局是标准的‘政治动物’，只
要和大陆有关，即使老百姓爱用爱看，他们
也一概扣上‘认知作战’帽子。”中国社科院
台湾研究所科研室副主任张华指出，事实
上，民进党当局不断“绿化”台湾媒体，编造
谎言谣言，诋毁攻击大陆，愚弄台湾民众，
钳制岛内言论。“谁在‘认知作战’，答案显
而易见。”

  增进两岸青年交流，谁是获

益者？

　　 6 年前，在台北从事编导工作的宛宛，
在朋友邀请下，选择到大陆工作。如今，30

岁的她已是小红书和抖音上小有名气的自
媒体人，粉丝量近 20 万。
　　“我分享的内容多聚焦两岸生活的同与
异，也有个人的心得体悟。评论区常收到大
陆网友暖心回复，一些台湾网友私信咨询来
大陆发展的事项。”宛宛说，生活在互联网时
代，两岸青年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
　　分析人士认为，大陆互联网科技发展
日新月异，许多应用软件在全球崭露头角，
拥有大量粉丝。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因为
个人兴趣，自发使用这些软件，还成为内容
创作者，在大陆网络产业浪潮中找到施展
才华的大舞台。
　　“在大陆这几年，我收获了事业、友谊
和爱情。和我有同样经历的台湾朋友，不在
少数。”宛宛说。
　　朱松岭表示，两岸交流合作是大势所
趋、民心所向。网络交流为两岸新一代搭
建多元化展示的平台，提供广阔的自我发
展空间，拓宽彼此视野，也为两岸青年增
进了解、携手合作创造更多机会。大陆积
极为两岸青年交流合作、逐梦圆梦搭台助
力，民进党和“台独”政客却不择手段拆桥
断路，要毁掉台湾年轻人的“出头路”。
　　“待到疫情结束，我想带老公回趟台
湾，从他作为大陆人的视角拍摄短片，帮助
更多大陆朋友了解台湾、喜欢台湾。”宛宛
说。     （记者陈舒）新华社北京电

台青“追捧”大陆社交软件，妨碍了谁？

　　近日，英国疫情持续恶化，
累计确诊病例不断攀升，公共
卫生和社会发展承压，但政府
面对疫情却越发消极。这种不
尊重科学的“鸵鸟式”抗疫，受
到不少科学家强烈反对。事实
证明，在“终结新冠大流行”与

“假装疫情已结束”两者之间，
存在天壤之别。要实现前者，首
先要尊重科学、避免后者。
　　今年 2 月末，英国政府宣
布实施“与新冠共存”计划 ，
在法律意义上解除所有新冠
限制措施，停止对大多数公众
的免费检测服务，检测实验室
陆续关闭……英国国民保健
制度联合会首席执行官马修·
泰勒说，“唐宁街 10 号似乎放
弃了抗击新冠的所有兴趣”，
仿佛“挥动魔法棒，假装新冠
威胁已消失”。
　　英国政府消极抗疫的后果
是，英国疫情自 3 月以来持续恶
化。官方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
诊病例已超 2167 万例。截至 4
月 2 日，英国连续两周单周新增
新冠病例近 500 万例，持续处于
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蔓延的
疫情令英国公共卫生和社会发
展明显受到影响。研究显示，在
英国，五分之一新冠住院患者在
5 个月后仍不能工作；由于长期
健康状况不佳而没有工作或在
寻找工作的人增加了 20 万人；
四分之一的英国公司表示，新冠
疫情是导致企业员工短缺的一
大主要原因……
　　在科学界主流观点看来，
所谓“与新冠共存”本质上是

“通过感染病毒与病毒共存”，根本就是与科学背道而
驰。英国知名传染病免疫学家丹尼·奥尔特曼日前一针
见血地指出，这是“政客与科学家在抗击新冠的战斗中
分道扬镳”。多位科学家认为，“与新冠共存”的口号“违
背公共卫生共识”，“与现代医学格格不入”。很多科学界
人士敦促，应“回归更务实、以数据为主导的”抗疫政策。
　　新冠疫情是人类与疾病斗争史上的罕见严重疫
情，科学界对于新冠病毒的危害至今还在深入研究。
正因如此，很多科学家大声疾呼，绝不能假装新冠病
毒已经消失，“躺平”抗疫将导致人们反复被新冠病毒
感染，让儿童、老人和其他易受感染人群面临更大威
胁，随之而来会导致医疗资源被挤兑、死亡病例急剧
增加，社会秩序被破坏，同时也会给病毒变异创造更
多空间，加速其继续进化且未必趋向温和。英国一位
长期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医生戴维·斯特雷恩指出，“与
新冠共存”会“把你或你爱的人置于危险之中”。
　　英国抗疫教训深刻。它告诉人们，当疫情仍在蔓延
时，“躺平”抗疫无异于授予病毒不受任何限制传播的

“权柄”。所谓“与新冠共存”，就如同取消交通法规，看
似让人随心所欲地驾驶车辆，但实际上却对其他人造
成危险，是对其他人自由的践踏。假装疫情结束，是对
科学的漠视，对抗疫艰巨性的轻视，对公众生命权和健
康权的极端不负责任。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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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4 日，大秦铁
路天津蓟州段（大同至
秦皇岛方向），2 辆重载

运煤列车在铁路桥上发生事故，造成部分车厢脱轨。事
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当此全国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之际，该事故重重地敲响了警钟：
我国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安全生产的意识和
把控片刻也不能疏忽。
　　当前，我国安全生产仍处于爬坡过坎的艰难阶段，
各类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今年以来，受世纪
疫情和复杂外部环境冲击等因素影响，交通、建筑、煤矿
等方面安全事故多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要坚持统筹
发展和安全，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各方面一
定要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责
任制，抓好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在全国全面开展安全生
产专项大检查，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最大限度防范
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这次事故又一次表明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的必要
性、紧迫性。
　　安全生产是不能突破的底线。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的发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安全感的期待
日益强烈。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经济的平
稳发展，丝毫不能放松。
　　安全生产的一个关键在于织密责任之网、及时排除
隐患。现代生产体系精密且复杂，任何环节上的一点小纰
漏都可能导致系统性问题，正所谓“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
斗大的风”。因此，一定要认识到“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
处理”。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制定了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
任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十五条措施，部署发
动各方面力量全力抓好安全防范工作。各部门要以此为
契机，认真细致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将隐患消除于未然。
　　同时，也要避免“生产不安全、安全不生产”的极端
思维、懒政做派。各级监管部门要提高监管执法的精准
性、有效性，处理好“红灯”“绿灯”和“黄灯”之间的关系，
使各项工作协调有序推进，引导形成良好的市场预期，
决不能动辄一个区域、一个领域停产等“简单化”“一刀
切”，决不能只亮“红灯”不给“绿灯”，真正实现“以高水
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   （本报评论员王井怀）

火车追尾事故再敲

安 全 生 产 警 钟

　　国家统
计局 18 日
发布一季度
国民经济运

行情况。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长
4.8%，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 3 月以来不确定
因素增多，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要正视挑
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保持经济运行稳定在合理区间。
　　今年前两个月，在一系列稳增长政策推
动下，我国经济出现好于预期的恢复。但 3 月

以来，超出预期的疫情“倒春寒”和乌克兰局
势复杂演变，对我国经济稳定恢复形成冲击。
最新数据显示，3 月份消费、就业、工业增加
值、服务业生产指数、进出口等一些主要经济
运行指标增长态势受阻，有的甚至出现同比
负增长，显示经济承压上升。
　　面对压力和挑战，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
求进。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政策工具箱要
准备充足，靠前发力，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要更加关注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想方设法着力帮扶

他们渡过难关；要高度重视当前物流不畅对
经济循环的影响，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畅通国内国际物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要着力稳就业、保民生，企业稳岗政策、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政策、困难群体帮扶政
策等都要落实落细，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
稳价工作，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以稳就
业稳物价支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同时要看到，今年以来，我国中高端制
造业仍然保持较好发展势头，现代服务业
增势较好，高技术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增

长较快，显示我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高质
量发展的步伐依然稳健。虽然当前经济发
展面临一定压力，但我国产业体系齐全，基
础设施不断改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明显，
创新驱动发展成效不断显现，人才红利持
续释放，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我国经济

“稳”有预期、“进”有动能，推动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仍然具有较好的基础，经济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记者安蓓）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

“ 稳 ”有 预 期 ，“ 进 ”有 动 能

　　国家统计局 18 日发
布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
经济增长 4.8% 。尽管因
局部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
反复和乌克兰局势复杂演
变，影响了一季度中国经
济增长幅度，但中国经济
仍 保 持 在 合 理 的 增 长
区间。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蔓延的态势依旧，国
际政治地缘冲突不断、国
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应
对如此复杂的外部环境，
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
性的经济政策，效果正在
逐步显现。
　　外资持续流入实体经
济，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没有
改变。国家外汇管理局的
数据显示，2 月，银行结售
汇顺差 42 亿美元，3 月顺
差规模有所增加。2 月我
国贸易、直接投资等实体经
济相关的跨境资金分别净
流入 256 亿和 88 亿美元。
　　从人民币汇率的稳健
表现，也可以看出国际中
长期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
信心。截至 3 月末，人民
币对美元汇率交易价为
6.3433 ，较 2021 年末升值
0.5% 。同期，受美联储加
息等因素影响，美元上涨
2.4% ，欧元、日元等主要
非美货币均下跌。
　　以内部的确定性应对
外部的不确定性，中国经
济的韧性与实力可见一

斑。面对波诡云谲的外部环境变化，中国有
足够大的政策空间、足够多的政策工具，能够
坚持以我为主，确保经济稳健增长。   
  (记者刘开雄)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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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本土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
发的特点，病毒传播速度大幅变快，防控形势
十分严峻。打赢这场战“疫”，做好民生保障工
作是根基。要细而又细牢牢守住物资保供和
医疗保障的底线，决不能因为疫情防控顾此
失彼。
　　首先要保障百姓生活物资供应。受疫情
影响，部分地区劳动力短缺、流通环节不畅问
题凸显。切实做好保供保链工作，每个环节都
要未雨绸缪、全力以赴。生产环节要鼓励和指
导蔬菜生产合作社、蔬菜生产企业种足种好
地产绿叶菜，尽力提高蔬菜企业复工复产率，
释放采收劳动力；配送环节要压实平台责任，
对快递员、外卖员等配送人员严格落实健康
监测和每日核酸检测，保证他们健康安全地
配送物资；收货环节要积极组织志愿者力量，
做好配送物资消杀，打通保供服务“最后 100
米”。
　　其次要确保百姓能紧急就医用药。疫情
形势越严峻，越要保障好就医配药等基本民
生需求。畅通应急救助电话和“绿色通道”，
加强交通运力统一调度、管理和使用，确保
急诊就医民众“出得来、回得去”；各社区、各
街镇要千方百计、多措并举做好群众配药续
方工作；医院要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做好患
者分类收治工作，尽最大努力做到急诊“不
停顿”，落实首诊负责制。
　　对特殊群体要重点保护。老年人、婴幼
儿、孕产妇、残疾人、重大病患者等是最需要

关心的群体。细而又细、实而又实做好特殊
人群保障工作，要加强对每个社区、每栋楼
宇、每户家庭的排摸梳理，了解特殊群体状
况，各类保供热线、求助平台不间断不断

线，想方设法“让药送得进家门”，让急诊病
人就得了医，多些暖心举措实招，切实解决
特殊群体急难愁盼问题。 
 （记者王琳琳）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电

坚持“动态清零”做好民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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