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4日， 邓州市白牛镇娘
娘庙村刘英高兴地告诉记者， 她
已跟深圳那边公司联系好， 即日
动身。 为落实 “三有一可” 工作
机制， 南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
管理局、 市人社局、 大数据研究
院组建技术专班， 经过6天7夜技
术攻关和反复测试， 2月21日上
午9时， “南阳劳务安全一码通”
正式上线。 至2月24日上午11时，
“一码通 ” 实名认证人数11.466
万， 申请健康证明7219人。 （2
月25日 《河南日报》）

目前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得到
一定控制， 全国各地复工复产也
正在加紧推进， 健康劳动力如何
走出去， 并被地方和企业放心的

接受， 无疑考验着包括劳动力输
入和输出地政府等在内各方的勇
气与智慧。 因为劳动力能否尽快
到岗， 不仅关系着用工地尽快复
工复产的成效 、 输出地家庭 收
入 等 问 题 ， 更 关 系 着 国 家 后
疫情时期尽快恢复经济社会发展
的大方向。

南阳推出的 “劳务安全一码
通”， 不但收集个人信息较为齐
全， 覆盖务工人员健康证明及溯
源等， 而且还提供岗位供需信息
等， 此举不但服务了眼前群众的
外出务工便利， 而且也为下一步
地方掌握和应用开发地方劳动
力、 促进相关人才为家乡建设发
挥力量，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是

对此前相关地方服务群众外出务
工措施的明显优化， 可谓是一举
多得。

“南阳劳务安全一码通”的推
出， 其实也反映出地方政府在防

疫、服务群众外出务工、复工复产
方面的决心和智慧， 是地方深度
服务群众的一次有效彰显， 值得
肯定、学习与借鉴。

□鞠实

防疫还没有结束 ， 防疫
的同时也要防谣， 政府要防，
机构要防 ， 作为普通的市民
百姓， 也要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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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安全一码通”值得借鉴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一
些有关 “吃××可以预防新冠肺
炎 ” “××不要吃 ， 会引发新冠
肺炎” 的谣言也在网上流传。 中
国食品辟谣联盟对此进行辟谣，
希望大家不信谣、 不传谣， 用科
学的方法战胜此次疫情。 （2月
26日 《北京日报》）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在

网络上， 各种各样的谣言就开始
如 影 随 形 ， 层 出 不 穷 ， 而 且
借 助 着微信群 、 朋友圈等新 的
传 播 渠 道 ， 很 多 谣 言 更 是 像
新 冠 肺 炎 病 毒 一 样 ， 开 始 四
散传播。

在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全国
各地防控举措一步步升级的情况
下， 谣言所展现出来的破坏力无
疑会更大 。 这一点其实不难理
解， 很多人本来就因为对病毒的
传播产生了恐慌情绪， 天天生活
在各种担忧中 ， 在这样的一种
紧张和焦虑情绪下， 会让他们
失去对事物正常的判断力， 导致
本来不会相信的谣言， 现在也相
信了。 尤其是当地发现了确诊病

例， 这个确诊病例可能还和你一
个小区， 在某个时间点和你去过
同一个地方， 就更加容易引发当
事人的焦虑情绪。

从谣言产生的角度来看， 除
了一些个人是出于恶 作 剧 ， 或
者 是 自 以 为 是 ， 把 牵 强 附 会
出 来 的 一 些 观 点 当 做 事 实 加
以传播 ， 最终成为谣言之外 ，
还有一些人甚至是商家、 企业，
则是出于现实利益故意编造和传
播谣言。 比如在这次新冠肺炎疫
情中， 就传出吃益生菌、 吃洋葱
甚至是吃草莓可以预防新冠肺
炎 的 消 息 。 对 此 有 网 友 毫 不
客气地指出 ， 这就是一些生产
经营者想钻空子、 发横财而编造

出来的谣言。
对于这样的谣言， 有关部门

和机构要及时辟谣 ， 同 时 ， 当
谣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和
破坏时 ， 公安机关也要及 时 介
入 ， 对 造 谣 传 谣 者 依 法 给 予
打 击 和 惩 处 。 实 际 上 ， 疫 情
期间 ， 全国范围内已经有很多
造 谣 传 谣 者 被 当 地 公 安 机 关
依 法 从 严 从 重 处 理 ， 足 以 警
醒所有人。

站在公众与网友的角度来
看， 越是这种时候， 越要保持淡
定的心态 ， 越要对网络 上 芜 杂
的 信 息 多 些 谨 慎 态 度 和 辨 识
能 力 。 尤 其 是 对 于 一 些 在 微
信 群 、 朋 友 圈 转 发 的 各 种 信

息 ， 不能 轻易相信 ， 更不要拿
自己的身体去实践。 毕竟花点钱
是小事， 一旦因为乱服用一些药
品导致身体出现问题， 后悔就来
不及了。

网络时代， 要识别谣言其实
并 不 困 难 。 尤 其 是 随 着 辟 谣
机 制 的完善 ， 很多谣言信息几
乎 第 一 时 间 就 能 够 在 网 络 上
找 到 辟谣的信息 ， 关键是很多
人过于 “懒惰”， 只愿意用眼睛
去看别人送到自己面前的谣言，
但是却不愿意动手去检索信息的
真假。 防疫还没有结束， 防疫的
同时也要防谣， 政府要防， 机构
要防， 作为普通的市民百姓， 也
要防。

2月24日， 在武汉国贸方舱
医院病房里， 云南省第二批援助
湖北省医疗队、 云南省第二人民
医院的10名医护人员拿来酸奶，
共同拍着手， 唱着生日歌， 为患
者胡大姐庆祝生日 。 “快帮我
拍， 帮我拍下来！” 看见眼前的
这一幕 ， 胡大姐激动地有些哽
咽， 连忙叫一旁的病友用手机记
录这个难忘的瞬间。 （2月25日
《云南日报》）

抗疫非常时期， 武汉实行小
区严格封闭管理，大小商铺关门，
大街小巷冷清， 街上很难买到蛋
糕， 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本身
每天已经在大负荷工作， 却还记

得病人的生日， 从自己紧张的后
勤补给中 “挤出”“生日礼物”，为
病人过生日，这份细心这份情感，
怎不叫人感动？

生日歌映射医护人员的妙手
仁心。 方舱医院被誉为 “生命之
舟”，从云南赶来武汉投入战“疫”
的医护人员， 每天都要冒着被感
染的风险，与时间赛跑，与病魔博
弈，他们以“白衣天使”的责任担
当、 医者的仁心大爱和精湛的医
疗技术，治愈了一个又一个患者。
虽然他们都全副武装，戴着口罩、
护目镜，穿着防护服，患者看不见
他们的表情，但看到他们忙碌、有
序的身影， 感受到科学治疗和悉

心照顾，就感受到了希望与力量。
给患者过生日， 用歌声、 微

笑与祝福， 表达医护人员对每一
位患者的友善与真心， 不啻进行
了一场心理疏导， 有助于患者消
除焦虑， 建立信心， 调整心态，
保持心情愉悦， 积极配合医护人
员治疗， 进而提高自身免疫力，
早日打败病魔， 恢复健康。

如果说 “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 是抗疫的宏大叙事， 云南医
护人员送给患者的不一样的生日
祝福则是抗疫的温暖细节， 医患
同心， 共同战 “疫”， 汇涓成河，
众志成城， 凝聚成打赢新冠肺炎
阻击战的磅礴力量。 □斯涵涵

随着恢复生产经营覆盖面
的扩大 ， 复工人员越来越多
了。 由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 ， 为了自我保护 ， 复工中
“防同事 ” 也忽然成了热词 。
这很正常， 容易理解。

疫情防控的一条重要告诫
就是，尽可能避免人群聚集。而
进入工作场所， 长时间近距离
与人接触，恰恰与之相悖。如何
采取更严格防控措施， 防止新
的疫情发生， 成了复工复产单
位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重要课
题。 工作方式便是一个选项。

报载，北京朝阳区24日起，
对全区商务楼宇开展3天“地毯
式”排查，要求人员密集的企业
员工复工率不能超50%。 这一
做法看似苛刻， 但符合疫情防
控取向，而且很实用。有条件的
用人单位是否可以考虑， 复工
复产工作方式不妨多样化。

控制50%的员工复工率 ，
目的在于疏解工作场所的人员
密集度。 对于那些工作、 业务
不 是 非 常 紧 迫 或 特 别 需 要
满 员 运行的单位 ， 先让半数
员工上岗确实是一种避免人与
人近距离接触的有效办法， 而
且还可以通过轮休方式让大家
都有工作、 收入。 当然， 具体
比例可以调整， 多少以实际需
要为准。

如果工作、 业务不允许缺
岗 ， 是不是可以选择错峰在
岗？ 譬如那些过去没有安排几
班倒的企业， 短时期实行 “停
人不停机” 的倒班作业； 或者
根据业务需要， 适当缩短营业
时间， 尽可能减少人员聚集时
长， 等等。

远程工作方式也是一种选
择。 凡是能够通过网络联系和
处理的工作、 业务， 都可以采
取这种工作方式。 当然， 前提
是工作时间必须在岗值守， 脱
岗算违纪。

那些必须满负荷工作的单
位， 必须采取比居家更严密的
防控措施 ， 这些都有明确要
求， 关键在于落实。

兼 顾 疫 情 防 控 与 复 工
复 产 “两不误”，对用工单位是
一大考验，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
智慧和特殊办法，才能取得“双
胜利”。

□一刀 （资深媒体人）

周家和： 10余家互联网医疗
平台推出在线问诊专页， 200多
家公立医院开展新冠肺炎免费互
联网诊疗或线上咨询， 服务近千
万人次。 疫情期间， 在线问诊火
爆， 对于排查疑似患者、 避免交
叉感染、 安抚公众情绪起到了积
极作用。 即使疫情退了以后， 我
们还应充分发挥互联网医疗服务
优势， 大力开展在线问诊医疗服
务， 提高现有优质医师资源的利
用效率， 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
进完善规范， 让更多边远山区乡
村的群众受益。 期待在线问诊开
启未来就医新常态。

前溪： 在抗疫的非常时期，
全国各地都在提倡 “一米线 ”，
守文明的 “一米线” 变成了防疫
的 “生命线”， 然而， 提倡防疫
“一米线” 是一回事， 能否落到
实处是另外一回事。 防疫 “一米
线” 不能只停留在宣传层面， 也
不能在墙上贴一贴就万事大吉
了， 而要用责任去守护去执行。
眼下疫情已进入防控吃劲的关键
时刻， 不仅不能添乱， 更要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去支持战 “疫”。

打破 “论文枷锁”
近日， 教育部、 科技部发文要求破除科研和高

等教育领域评价体系 “SCI论文至上 ” 风 ， 规范
SCI论文相关指标在科技评价、 职称评聘等重要领
域的使用， 措施包括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职
称评聘的直接依据以及作为人员聘用的前置条件
等。 （２月２６日 新华网） □朱慧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