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切切不可忘记 ， 今天的
复工复产是在特殊背景下实
施的， 疫情防控是基本前提，
安全第一是重要原则 ， 不能
有任何懈怠行动和侥幸心理。
相反 ， 复工之后 ， 在职工劳
动 保 护 方 面 还 应 该 比 平 时
“加码”， 以确保万无一失。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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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遵守“一米”规则应成为当前交往的底线

复工复产勿忘防控 劳动防护更须加码

疫情防控
同样需感恩的力量

■劳动时评

复工“防同事”
并非小题大做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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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征集抗“疫”见证物是为历史做见证

随着各地多举措的出台和推
进， 复工复产的消息一天比一天
多了， 社会生活似乎也在逐步走
向正规 。 这当然是件好事 。 不
过， 陆续传出的有关复工单位发
生疫情的消息， 又让人们产生了
新的担忧：

因为一名员工感染， 66名密
切接触者集中医学隔离， 200多

名一般接触者居家医学隔离， 患
者所在部门几乎瘫痪、 整个公司
人心惶惶。 北京日前公布的这起
新冠肺炎流行病学调查案例， 在
引发社会关注 、 舆论批评的同
时， 也给众多复工复产单位敲响
了警钟。

按照北京的防疫要求， 返京
工作人员应当居家隔离14天后再
去上班， 复工单位有责任做好员
工的健康监测、 防控保护。 但据
疾控中心调查， 涉事公司却不加
区别地要求员工一律于2月10日
复工， 由此失守第一关； 当事员
工咽痛5天， 公司毫不知情， 再
失第二关； 疫情期间， 没有对员
工采取有效防护举措， 以致层层
失守， 酿成大祸。 结果不仅员工
受损， 企业受损， 而且影响社会
心理 ， 消耗社会资源 ， 代价惨

痛， 教训深刻。
疫情防控阻击战已经打了一

个多月， 虽然好消息不断传来，
但远未到 “收兵” 时候。 不过，
经济发展、 社会运转不能停滞，
大小企业不能无限期停产停业，
以劳动谋生的广大职工不能 “坐
吃山空”， 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尽
快复工复产， 是一种必然要求，
而且一些关键行业表现的还十分
急迫。 但切切不可忘记， 今天的
复工复产是在特殊背景下实施
的， 疫情防控是基本前提， 安全
第一是重要原则， 不能有任何懈
怠行动和侥幸心理。相反，复工之
后， 在职工劳动保护方面还应该
比平时“加码”，以确保万无一失。

关于职工劳动保护， 国家有
明确的法律法规， 任何用工单位
都必须执行。 疫情流行期间， 各

种临时防控措施属政府应急管
理， 同样具有法定的强制性， 同
样必须落到实处。 疫情防控呼吁
人们少出门 ， 尽量避免人群聚
集， 而复工复产却必然要出门、
要聚集， 因此， 防控措施只能提
升不能降低 。 这个道理显而易
见， 为什么某些用工单位认识不
清， 不能落实呢？ 主要原因恐怕
是出于成本的算计。

员工隔离观察期间需要支付
工资， 购置各类防护物资需要增
加额外支出 ， 每天检测 体 温 、
加 大 工 位 间 距 、 改 造 职 工 食
堂 ， 不 仅 需 要 财 力 ， 而 且 需
要人力……凡此种种， 都必然增
加经营成本， 令某些人 “心疼”，
进而对防控措施 “打折”， 由此
埋下祸根。 如果企业所在地域范
围小， 流动人口少， 后果可能略

小 。 但在北上广深等超大型城
市， 外来人口数以千万计， 即使
个 别 感 染 者 与 来 自 各 地 的 员
工 聚 集在同一工作场所 ， 也会
造成聚集性疫情， 后果是难以想
象的。

新冠肺炎还有许多未知层
面， 疫情防控还须坚持坚守， 复
工复产依然需要守土有责、 守土
尽责 ， 必要的防控措施必须落
实， 必要的防控开支必须舍得付
出， 况且， 政府已经出台对因疫
情受损的企业税费减免缓政策，
企业更没有理由在防控措施上
“打小算盘”。 相关监管部门也要
加强工作力度， 压紧压实企业责
任， 对于那些防控不力的企业，
该管要管， 该罚必罚。 倘若因小
失大， 企业受损事小， 闹出疫情
来就不堪设想了。

随着企业陆续复工复产， 企
业员工陆续返岗， 疫情防控进入
新的关键时期。 记者日前从朝阳
区了解到， 朝阳区向辖区所有商
务楼宇管理方、 入驻企业、 企业
员工发起倡议 ， 号召大家开展
“一米” 行动， 交谈、 就餐、 乘
坐公共交通时都保持一米以上的
距离， 共创 “无疫 ” 楼宇 。 (2
月23日 《北京青年报》）

一米是医学上公认的致病传
染区域， 也是远离传染源的安全

距离。 控制传染源、 切断传播途
径、 保护易感人群， 在控制传染
病暴发的 “三条法则” 中， 出门
戴口罩和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
是一种必须达到的技术要求。

疫情防控， 人人有责。 要真
正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发
挥群众的主体作用， 就需要人人
扮演好自身的角色， 严格遵守最
基本的防范规范。 外部干预固然
重要， 但个体行为的自觉性则具
有基本作用， 甚至决定着整个防

疫战的成败。 如果大家都能严格
遵守自我防护的规范， 就能减少
社区传染的风险， 避免出现更多
不确定因素和防控态势的反复，
也能最大程度减少防疫消耗，尽
早达到“内防扩散，外防输入”的
要求，让社会早日回归于常态。

在此情况下， 响应 “一米”
行动号召， 应当也必须成为每个
人恪守的底线， 如此才能真正共
同迎来 “春暖花开” 的时刻。

□堂吉伟德

近日， 上海、 天津、 陕西、
浙江、 四川、 云南、 江西、 广东
等多地博物馆公开征集与抗击疫
情有关的各种物证， 征集范围包
括请战书、 倡议书、 捐赠凭证、
工作日志 、 小区进出证 、 登记
表、 测温仪、 宣传横幅、 摄影摄
像作品、 书法绘画作品等等， 捐
赠方式为免费捐赠， 对入选物品
的捐赠单位和个人颁发捐赠证
书 ， 未入选物品将原物退还 。
(2月23日 中新网)

新冠肺炎疫情， 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一场非常战 “役”， 病
毒来势之凶， 疫情传播之烈， 范
围扩散之广， 全社会所面临的挑

战和压力之大， 应该说堪称是前
所未有。 这场战 “疫” 注定将载
入史册 。 对于这一 “历史大事
件”， 就需要尽可能多地保留一
些相关物证 ， 这是为了吸取教
训， 为了警钟长鸣， 也让后代能
够更为清晰地看清这段历史， 了
解这段历史 ， 这才是对历史负
责、 对后代负责的做法。

在疫情仍在持续的时候， 进
行抗击疫情相关物证的征集， 才
有利于更为及时地保存这段鲜活
的历史， 如果疫情已过， 一些相
关物证如果没能及时保存， 就可
能慢慢丢失 。 这与保存植物标
本、 动物标本是一样的道理， 只

有及时 “封存”、 及时保存， 才
能更好保存历史原貌。

各地博物馆为此次疫情设立
专题， 存储这段历史， 是为了更
好纪念历史， 是为了避免灾难重
演。 同时， 记录这段历史， 也不

能只有博物馆的参与， 还需要有
相关各界对这段历史的反思， 甚
至有必要考虑在疫后， 设立武汉
“战疫” 纪念馆， 来纪念这段历
史， 更好缅怀历史、 铭记历史，
擦亮 “历史的镜子”。 □戴先任

■长话短说

避免感染，“两点一线”
上下班模式值得推广

刘天放： 近日， 包括湖北在
内，全国各地的不少景区，都公开
承诺， 疫情结束后的数月甚至一
年内， 景区将对参加过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所有一线医务人员免费
开放， 以表达对他们的感激和崇
高敬意。 懂得感恩，并知恩图报，
这样的行为无疑展现魅力， 也有
足够的暖度。 愿感恩之花,在人们
的心中永远盛开，越开越鲜艳 ,越
开越美丽， 这为防控疫情多了一
份温情，也增添了一份力量。

杨玉龙： 近日， 上海医疗救
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提出复工三
大注意事项： 防火防盗防同事。
复工 “防同事” 并非小题大做。
复工复产的顺利进行， 关键在于
人员的健康与安全。 同时， “防
同事” 不仅是同事间事情， 用工
单位也有必要做好相关工作。 唯
有用工单位防控措施做到位了，
“防同事” 才会起到真正价值。

22日， 成都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疫情防控组发布
《关于重申在疫情防控期间减
少公众聚集性活动的通知 》，
明确提出， 疫情防控期间， 要
落实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
织的主体责任， 党政一把手负
主责， 对所属员工实现全时段
管理， 要求员工疫情期间实行
“两点一线” 上下班模式， 并
减少不必要的聚集。 （2月23
日 《新京报》）

为了保障非常时期员工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复工复
产的企业都已经制订实施了一
系列相应措施， 现在， 国务院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企事业单
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
南， 也已经出台。 其中有更详
尽严格的防控规定， 比如保持
工作场所通风换气、 做好工作
和生活场所清洁消毒、 减少员
工聚集和集体活动、 加强员工
集体用餐管理等等。 而成都市
提出 “两点一线 ” 上下班模
式， 体现了对于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 更加的务实和具体化。

实际上， 在组织外地员工
返岗工作中， 各地都已经采取
了 “点对点、 一站式” 模式，
政府掏钱组织专车、 专列， 甚
至专机， 护送返岗人员从当地
直达企业， 防止和避免外地员
工返岗途中感染风险。 但应当
看到， 员工返岗后， 因为疫情
在全国范围都没有结束， 上下
班的途中 ， 和返岗的途中一
样， 都存在着感染的风险， 因
此 ， “点对点 ” 的上下班模
式， 同样是需要的。

当然， 于复工复产企业的
疫情防控，“点对点” 上下班只
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或者说细
节，但“细节决定成败”，防疫既
要从大处着眼， 也要从小处着
手。 实际上，“两点”之间的“一
线”，因为除了企业，现在往往
成为疫情防控中一个最薄弱的
环节，因此，在强化其他各项防
控措施的同时，未雨绸缪，采取
“两点一线”上下班模式，值得
点赞，也值得推广。 □钱夙伟

■世象漫说

近日， 在一些地方， 出现了久违的扎堆
场面———有餐馆急匆匆恢复堂食引来门口排
长队的； 有在城市广场上摘掉口罩密密麻麻
围坐晒太阳的； 有县城集市摩肩接踵的； 有
热门公园门前再现 “停车难” 的； 有商场里
人潮涌动销售额暴涨的……虽然还只是少数
地方， 但看着特别扎眼。 （2月23日 央视新闻
客户端） □陶小莫

拐点未到 莫要扎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