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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 在武汉雷神山医院的办公区举行
了一场特殊的婚礼。 新郎新娘分别是25岁的于景
海和24岁的周玲忆，他们都是来自上海仁济医院
的护士，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 两人原定于28日
在上海举行婚礼，如今，他们的婚礼地点变成了
武汉雷神山医院，而婚礼结束后他们将继续回到
工作岗位上。

点评： 形式虽然简单但意义非凡！ 祝福这
对新人， 致敬前线医护人员！ 希望你们早日平安
凯旋， 与家人团聚！

武汉雷神山医院
举办“战地”婚礼

2月27日， 外卖小哥们在餐厅用餐。 当日，
长沙一家于近日复工的餐厅邀请了数位奔波在
城市中的外卖小哥免费吃午饭， 感谢他们在抗
击疫情中坚守岗位作出的贡献。

点评： 有心， 有爱！ 美好的生活需要我们共
同携手去创造。

长沙一餐厅复工
请外卖小哥吃饭

■本期点评 博雅

受疫情影响，武汉市有40多万重症和慢病患
者面临购药难题。 汉口大药房黄石路店是一家门
诊重症（慢性）疾病定点药店，很多患者认为这里
“覆盖病种最全，药品最多”。 工作人员每天从8点
半开始工作，经常要忙到凌晨，药店每名取药员日
均取1000单药物、取药数量约3万盒。

点评： 巨大工作量的背后凝聚的是责任和使
命， 还有百姓的信任。

2月26日， 家住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河下
镇叶家村的小学生们， 在家门口收到新学期的课
本。 当日， 由新华书店送达的新学期教材， 经过
河下镇中心小学的老师们统一分类、 整理， 以最
快的速度通过各村小组配发至学生手中。

点评： 社会即课堂、 生活即教育。 让我们好
好学习， 天天向上， 让灾难见证孩子成长的足
迹， 与国家一起经风雨、 见世面。

武汉慢病重症药店
取药员每日人均拿药3万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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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课本配送到家
江西学童“停课不停学”

上海网约车穿上“隔离服”
防飞沫传播

2月28日上海滴滴司机防疫服务站内， 工作
人员正在为网约车穿上透明 “隔离服”。 这层塑
料防护膜将车辆的前后排隔开， 可有效预防司机
与乘客之间的飞沫传播， 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点评： 作为交通出行方式之一， 网约车的防
疫措施也是复工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感谢为助力
复工复产防疫工作所奉献的每一份爱心。

一向纠结的“一米线”，
这次需要重新考量了

关于 “一米线 ” ， 对国人来说并不陌生 。
“一米线”， 又称伸缩隔离带、 栏杆座、 警戒线、
移动护栏杆， 它主要用于大型排队秩序控制以及
定向人流输导所必须的队列设施和科学的摆放规
划， 被广泛的应用于人流集中的公共场所。

在日前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
会上， 健康专家为 “朝九晚五” 族一连支了六
招。 “爱的方式不一定零距离， 爱你的心一定是
零距离。” “一米之外， 诠释真爱。” 把 “一米
线” 再次提到了重要认知位置上。

然而， 曾几何时， “一米线” 在国内相当的
地方惨遭白眼和冷遇， 几乎是形同虚设 ！ 不是
吗？ 举凡我们去机场候机， 还是去银行排队取
款， 这些大型公共场所都有用很粗的黄线标识出
一米线。 不过， 令人尴尬的是， 很多时候， 这样
的一米线丝毫阻挡不住许多人一往无前的脚步，
即使排队里没有多人， 也会见到很多国人几乎不
看 “一米线”， 而是使劲地贴在别人的身后。

为了这 “一米线” 的距离， 这些年来， 我在
不少地方没少和某些人着急， 每当我提醒那些企
图逾越 “一米线” 的人的行为时， 都会令对方不
悦， 认为我小题大做， 甚至大喊大叫。 后来， 我
见反对无效， 也就不爱在公共场所去纠正某些人
了， 毕竟我也不是执法部门。

这些年， 每当我出访一些国家， 看着在公共
场所那些赫然标识的无人逾越的 “一米线”， 真
是令人感慨。 有一次在北美一家大型购物中心，
看到排队结账的人突然看不到了， 原来这里的顾
客都习惯了两米的距离， 难怪我看不到前面的顾
客了。 这豁然开阔的人际距离， 让我感到了现代
文明， 不应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不过， 令人欣喜
的是， 随着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一个多月， 对
“一米线” 有些麻痹的国人， 终于清醒地意识到
“一米线” 有多么的重要！ 看看那些染上新冠肺
炎的病人， 很多也是因为不注意个人卫生的安全
防护。

我注意到， 随着防控疫情的发展， 确实对过
去国人习以为常的做法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 很
多小区的出入口、 超市的结账处， 都明确告知必
须遵守 “一米线”。 很多专家也告知公众， 为了
防止接触病毒， 不要和别人靠的太近， 最好保持
一米以外的距离。 我看到所在的小区， 很多人打
招呼， 都是距离近两米远。 那种过去爱扎堆的情
形在小区很少见了。 看来这也是这次疫情带给人
们的惨痛教训。

有网友对目前公众普遍遵循的 “一米线” 原
则， 表示欣赏， 在超市、 菜市场等人员相对密集
的地方， 自觉与前面排队者拉开距离的市民渐渐
多了， “北欧式” 排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在很
多复工的单位食堂， 原本热闹的食堂， 由于 “隔
离就餐” 模式， 变得特别安静， 就餐时， 不仅没
有面对面、 肩碰肩的现象， 相隔也都是超过一
米， 背对背就餐， “让人吃出了高考的感觉”。
是啊， “一米线” 在国内的普遍回归， 释放了公
众对个人健康安全的迫切。 保持 “一米线”， 即
是对他人的尊重， 也是避免交叉感染某些流行疾
病的一个有力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