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士”成“明星”
在战“疫”中

培育新的偶像观

观 点 1+1

10余天30多次
别让过频督查拖累基层战“疫”

热 点 锐 评

封 面 评 论
明确延迟开学时间用暑期补齐

“网课”是不是可以缓缓了？
□蒋璟璟

健康证明：
互认互通，则出行无忧

□ 李晓亮

战 疫 评 论

越是危难之时，越需要楷模与
英雄。一段时间以来，在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第一线，涌现出很多
令人钦佩的抗疫英雄。这场“战
疫”让人们意识到，偶像就在我们
身边，在我们需要的地方。人们积
极为他们点赞，相信他们的专业判
断，礼赞他们的职业操守，视他们
为标杆。

此次战“疫”中，不少科学家
广受赞誉，甚至成为年轻人的偶
像。首屈一指的是84岁的中国工
程院院士钟南山，从在火车餐车研
究疫情到明确宣布“人传人”，再到
及时发布最新研究成果，一举一动
都备受关注，被称为“国士”；人们
日渐熟悉的“邻家奶奶”——国家
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工
程院院士李兰娟，一边研究病毒，
一边科普防疫知识；还有《战狼》女
医生原型、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薇，
大年初一就带着迎战“非典”和“埃
博拉”的经验赶赴武汉……

还有更多我们可能连名字都
不知道的科研工作者，第一时间
分离病毒毒种信息及其电镜照
片，潜心研究各种可能对救治病
患管用的方案，以自己的专业知
识为防控疫情做贡献。还有一些
科学家尽本分，争分夺秒开展研
究、撰写论文、分享数据，为全球
齐心合力战胜疫魔奠定基础。

疫情暴发以来，医务工作者
给了我们很多感动。张继先，经
历“非典”战斗的老将、湖北省中
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
主任，被称为“疫情上报第一人”；
张定宇，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
向全院职工隐瞒身患“渐冻症”的
事实，始终坚守在急难险重岗位；
张忠德，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
连续奋战 10 多天，瘦到脱型仍
坚守岗位……

与这些“明星”同行的，还有
数以万计的普通医务工作。他们
的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有人给
医生寄送物资时收件人写“白衣
天使”，有人支援帮着照顾他们的
家属，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医护人
员的尊敬与感恩。

此外，还有很多基层工作者，
成了“网红”。在社区防控一线，
在农村路口，在战“疫”的每一个
角落，都有基层干部的身影。他
们承受了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
但他们牢牢把自己钉在岗位上，
将个人能量发挥到极限，为全国
人民筑起一道“防护网”。

一场疫情，检验着每个职业的
成色，也锤炼着时代的偶像观。我
们欣慰地看到，这次就连很多明
星，也积极向科学家、医务人员、基
层干部致敬，甚至带着粉丝为他们
捐款捐物。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
信号。事实上，当今社会日渐多
元，偶像观渐趋多元化，更多的人
关注、推崇甚至追逐钟南山这样的

“明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
社会观念的进步。 据新华社

全面抗疫，正在攻坚。持续二十
多日，不管前线后方，居家返岗，无人
敢有懈怠。这不只是逆水行舟的进退
问题，而是依然处在巨大疫情旋涡边
缘，生死存亡、胜败攸关的持续角力。

湖北外，新增已“十连降”。现说
胜利可能还早，但对抗疫中的我们来
说，这委实也算得上一种曙光般的慰
藉。有这点亮光在前，之前闭门坚持
和防护努力才算有价值。而对社会和
国家而言，虽疫病未去，但生活还得继
续。经济是国民命脉、民生根本，更是
国家战疫的抗体之一。

所以，复工复产，网络性复课，至少
不停学，是恢复良性运转的重要举措。
这几天来，各地也都结合实际，错峰复
工。各行各业，不少复工面已达六七成
以上。当然，当前最大前提，还是安全。

操作层面讲，在全国逐渐有小区封
闭管理、集中采买、凭证出入；出行方
面，特别县市省际间出入往来，路引凭
条，健康证明才是关键。毕竟，此前多
地都有对重点疫区的交通限制。

之前，江南某地有粗暴歧视性禁
令，后有限解禁，也仅针对有户口和房
产者；更有甚者，在入境处设劝返点。
大疫面前，还不忘搞“三六九等”。一
切外地租户，被视为毒源，非法驱逐，

除人为添乱，无益于抗疫。
只有科学人性法治化的举措，才能

防疫防病。比如，“突出重点、统筹兼顾，
分类指导、分区施策”，这是中央要求。而
当下复工需求迫切，而务工者特别外省务
工，如何鉴别健康状况，就十分关键。

不一刀切过度恐慌，也不马虎将
就。只有精准设防，才能阻击病毒。
比如早在上月底，四川首场防疫发布
会，就提到节后为务工者提供体检证
明服务。而今，第四场发布会时，“四
川为外出人员提供免费健康证明服
务”详细操作流程，已经出炉。

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科学防
疫，人性之举。不只是给外出者一纸证
明，而是建起健康申报和网络查询服务
平台。一键查询，省时省心。当然，暂
时只省内信息共享和结果互认，而省际
间互通，至少四川已做好准备。其余省
市是否有对等“健康查询”认证平台，可
能需要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安排。

当然，病毒是进化的，健康状况也
是动态的。健康证明，只保证截至体
检时的健康情形，后续特别是省际交
通流动后，个体防护也受整体地区防
控科学性的影响。比如，复工后聚集
难免，切不可有任何轻忽。严防疫情
回潮，成败在此一举。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
的关键阶段，为有效推动战“疫”，适当
开展督查检查有一定必要性。但是，
一些地方的各类督查检查过多过频，
且欠缺专业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不仅
耗费基层干部大量的时间精力，还滋
长形式主义的不良风气，许多基层干
部对此苦不堪言。

督查检查是完善事中、事后监管
和提高政策执行力的重要举措，“以督
查促落实”是行之有效的治理手段。
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更需要强化
督查检查，用好督查检查之“剑”，确保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然而，如果把
握不好督查检查的层次、频次、方法，
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近日，有基层一线防控人员向记
者反映，自全面打响新冠肺炎防控阻
击战以来，自己所在单位在十余天里
已经被当地多个部门督查检查 30 余
次，平均每天督查检查3次以上。省、
市级的督查组、督导组、检查组都来
过，地方各上级部门也不落后；有的检
查单项工作，有的检查综合工作；每次
督导检查，单位都要填一大堆表格，写
汇报材料。

更让人头疼的是，由于各督导检
查组之间缺乏统筹协调，有时会出现
提要求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
同时，由于督导检查组由不同部门人
员组成，有些成员并非疾控领域的专
业人士，对防控疫情工作不够了解，常
常从部门本位出发下结论，提出一些
与疫情防控关系不大的要求，基层干

部百口难辩，却不得不“照单全收”“严
格落实整改”。

最近，网上热传的一张“基层干部
改造设计图”颇具写实意义：看检查组
脸色、听上级指示、填写数据、汇报、开
会学习、跑村里、发放物资……任务繁
重，很多基层干部恨不得变出“三头六
臂”来应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疫情防控工
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
控第一线。很显然，地方开展督查检查
过多过滥，正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
典型表现。战“疫”任务重、压力大，而
且已持续挺长一段时间，广大基层干
部正是需要松绑减负、轻装上阵的时
候，不能让无谓的督察检查消耗他们
的精力。

针对督察检查过多过频的问题，
省、市级督查检查组、各有关部门应该
加强统筹协调，多创新思维拓展途径，
多关注舆情听取民意，通过这些“无
创”办法加强督查的针对性精准性。
要突出科学性、专业性、实效性，能压
缩的督查检查项目要尽量压缩，能精
简的督查环节要尽量精简，能不督查
检查就不督查检查，切实为基层战

“疫”减负。
同时，各地区应完善相关机制建

设，包括容错纠错机制。要充分信任、
关爱基层干部，激励基层干部更加放
心大胆、积极主动地投入疫情防控工
作，解除基层干部后顾之忧，为他们冲
锋陷阵“撑腰鼓劲”。 据新华社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地延迟
开学时间。近日，四川、广东、山东、陕
西等地明确中小学因延迟开学耽误的
教学时间，可通过调整周末和暑期等
方式补齐。（央视）

欠下的课，迟早是要还的。“多地
明确延迟开学时间可用暑期补齐”，焦
虑的家长们总算是稍稍安心了，而一
度“心存侥幸”的孩子们则未免有一丝
忧伤。的确，这回的“超长寒假”，不可
避免会打乱正常的教学进度和升学招
录。“后果”客观存在，假装其不存在，或
者仅仅口头安抚“影响有限”，是难以令
人信服的。与其如此，坦承问题，并给
出解决方案，无疑是更明智的做法。

事实上，关于“假期延迟，课程拖
欠”，各地此前就一直在给出应对办
法，比如说“上网课”。而实践证明，这
一做法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也许，正是注意到了舆论反馈，各
级教育部门近来都有为“网课”降温、
刹车的意思，强调“不得以任何形式集
体上新课”“不得强行要求学生每天上
网打卡”……而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是，在“课程耽误”已然发生、相关担忧
客观存在的背景下，若不提供强有力
的化解方案，家长们还是会执着地抓
住网课这一“救命稻草”，还是会去各
种APP购买网课，还是会让孩子们听
各种网课——如今，明确了延迟开学
时间可用暑期补齐，或许会从根本上
缓解家长们对网课的执念。

既然都定了用暑假和周末补齐课
程时间，那么现在“网课”是不是可以
歇一歇、缓一缓了呢？

非常时期，企业该如何破局成为
这场战“疫”突围的关键。而最近，不
少公司都在尝试“共享员工”模式。

所谓“共享员工”模式，背后的道
理很简单。特殊时期，餐馆、商场、影
院等大量停业，员工无工可做、无薪可
拿；而与此同时，某些电商尤其是生鲜
平台、买菜APP则是订单爆棚，配送员
人手严重不足……为此破局，市场自
发的资源配置功能再次发挥了作用，
电商和餐馆一拍即合，餐馆服务员等
暂时变成了电商配送员。应该说，这
是一个三赢的方案，餐馆减负了，员工
有收入了，电商的人力缺口也填上了。

乍听起来“共享员工”的概念很新
颖很高大上，但从法律定义角度来理
解，就是“短期劳务合同关系”“员工租
赁关系”。“共享员工”，并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共享，而是待岗员工“留职”另
谋出路。应该说，这是特殊时期的特
殊办法。

不管未来如何，至少在当下，“共
享员工”的新业态，让我们再次看到了
市场的力量。即便在此特殊时期，市
场无形之手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仍然是
成立的。而共克时艰，就是要用好市
场工具、市场机制，就是要多些合作互
助、多些抱团取暖。

“共享员工”火爆，
特殊时期市场的
有效性依旧成立

□蒋璟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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