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 为推
行分餐制和公筷制提供一个新的
契机。 各地也在纷纷出台相应的
政策，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实行分
餐制和公筷制。 这既是文明新风
的体现， 也有助于保持良好个人
卫生的习惯，值得在全社会推广。
（5月11日 《人民日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对健
康问题的重视， 越来越多的人意
识到： 各吃各饭的分餐方式更加
科学 、 更加健康 ， 值得大力提
倡， 推行 “分餐制” 是大势所趋
且刻不容缓。

无论是杜绝病从口入， 还是
倡导餐饮文明、尊重就餐同桌、保
护家人健康，强制公共餐饮行业、

倡导家庭就餐实行分餐制已刻不
容缓了。 但长期以来大部分人习
惯了“合餐制”，合餐被视为一种
人际关系亲密的象征， 体现了中
国人重视和气、热闹的饮食氛围，
所以想要改变，难度可想而知。早
在20世纪80年代， 国内曾出现了
推广“分餐制”的动向，但由于长
期养成的用餐习惯不好改变，“分
餐制”没有成功推广。

疫情期间 ,“分餐制” 再次进
入公众视野,这是一种崇尚文明、
健康安全、 倡导现代生活方式的
新潮流。分餐的好处不言自明，推
广难关键在于难以克服长期以来
形成的习惯。 餐饮文化是一个国
家或民族在长期形成并保留下来

的一种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虽
然“分餐制”更加文明和卫生，但
消费者合餐传统已久，习惯难改，
应该是推广分餐制最大的难点。
“分餐制”这种仅仅强调防病避灾

的饮食实验极易消失在萌芽状
态， 改变传统饮食观念需要一个
过程，因此，推广分餐制是一场持
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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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地上的“工人学校”点赞

享有职业荣光是护士节最好的礼物

“拉黑”欠薪企业
还须依法打出“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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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餐制”推而广之需要久久为功
■有话直说

促进消费
勿忘扶危济困

在中建二局郑州航空港河东
二棚户区项目工地上， 有一所面
积近200平方米的“工人学校”，一
些工人正在学习安全生产教育知
识。 现场一名安全负责人告诉记
者， 凡来工作的工人都要先在学
校接受各种岗前教育， 通过考试
后方可进行实名登记等入岗程
序。（5月8日 《河南工人日报》）

时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出现了许多建筑施工项目，但
在建筑队伍中，一方面，很多年轻
人不愿意进建筑工地工作， 建筑

工人呈现出“老龄化”的现象，需
要不断给予老工人更新知识和技
能；另一方面，一些年轻人当上建
筑工人后，由于缺乏经验，不仅对
企业的生产工具和建造工艺不熟
悉，生产技能比较差，而且还缺少
了工地安全管理的知识和要领，
存在着不少安全隐患， 亟待对这
两方面的问题加以重视和解决。

笔者以为， 通过成立建筑工
地上的 “工人学校”， 加强对工
人的教育和培训， 就是一种好办
法： 首先， 让工人们学习和掌握

建筑新工艺新技术有了有效的载
体及场所， 可以提升他们的整体
技能和技艺， 进一步保证施工项
目的质量和进度； 其次， 能够经
常性地教育工人们牢固树立安全
第一的意识， 时刻绷紧安全防范
这根弦 ， 避免施工过程中 的 安
全 事 故 ； 再 次 ， 也 为 新 工 人
们 提 供 了 上 岗 前 学 习 和 实 习
的 “练兵场”， 经过提前 “练手”，
为他们安全顺利地上岗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这样的做法， 值得点
赞和借鉴！ □费伟华

张西流： ５月９日， 人社部公
布2020年第一批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 此次公布的30家违法
企业欠薪均超过百万 。 “拉黑 ”
欠薪企业， 还须依法打出 “组合
拳”。 首先， 实现农民工实名用工、
按月发工资、 建立农民工工资专用
账户全覆盖。 同时 ， 对于克扣 、
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 达到认定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的， 列
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名单， 实行联合惩戒。

“听书”为阅读
拓展一片新天地

刘天放： 早晨， 智能音箱向
你播报当天的天气情况和重点新
闻； 深夜， 点开一本新的音频有
声书， 慢慢进入梦乡……随着移
动互联网发展和智能终端普及 ，
与声音相关的内容正进入许多人
的日常生活 。 “听书 ” 也是读
书 ， 只要让书中的内容入脑入
心， 化为思想和精神动力， 就值
得提倡 。 希望包括长音频 “听
书” 在内的所有有声阅读， 能为
阅读拓展一片新天地。

减负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持续解决

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 强调深化拓展基层减
负工作， 坚持标准不降、 力度不减， 紧盯老问题和
新表现， 全面检视、 靶向治疗， 加强源头治理和制
度建设， 进一步把广大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
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5月11
日 《人民日报》） □老笔

“期盼疫情早日结束 ，
更期待今天的职业荣光不会
因时间而褪去。” 这是今年护
士节来临之际 ， 援鄂护士的
内心呼唤 。 除了从法规政策
层面 ， 不断改善护士工作条
件 、 降低劳动强度 、 提高福
利待遇 、 建立权利保障机制
等 ， 还需要全社会改变重医
轻护的观念 ， 给予护士更多
的理解与尊重。

当一个个战 “疫” 故事把护
士群体频繁送上热搜， 人们意识
到护士在救治工作中的不可或
缺， 也看到了他们正面临的职业
烦恼。 在护士节前夕， 记者采访

了几位援鄂归来重返岗位的白衣
天使， 她们的自豪和困惑写照着
这个群体的集体心声。 维护护士
的合法权益 、 改善护士的 工 作
条件 、 提高护士的福利待遇 、
提 升 护 士 的 职 业 荣 誉 感 ， 对
他们多一份理解与尊重， 我们的
生命就多一份保障。 （5月11日
《工人日报》）

1912年， 国际护士理事会决
定将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生
日———5月12日设立为国际护士
节， 以此纪念这位近代护理学科
的创始人对护理事业发展所作出
的卓越贡献， 激励广大护士传承
和弘扬南丁格尔不畏艰险、 甘于
奉献、 救死扶伤、 勇于献身的人
道主义精神。

2020年， 是全球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特殊一年， 世界卫生组
织将今年护士节的主题定为 “国
际护士和助产士年”， 今年我国
的主题定为 “致敬护士队伍， 携
手战胜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 广大护士白衣执甲、 逆
行出征 ， 义无反顾奔赴抗疫一
线， 同时间赛跑、 与病魔较量，
在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做
出了重大贡献， 赢得了全社会的
广泛赞誉。

作为最贴近患者的医务工作
者， 护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正
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 护
士是任何医疗体系的支柱， 不论
是疫情期间还是平时， 医护人员
的作用都十分关键， 他们始终守
护 着 人 们 一 生 中 最 重 要 的 部
分———健康。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

发展， 社会对护理服务的需求更
加旺盛； 疾病全过程干预的现
代 健 康 理 念 ， 也 更 加 凸 显 了
护 士 的 作 用 。 但 与 社 会 对 护
士 高 需 求 、 高 要 求 不 相 匹 配
的 是 ， 护 士 发 展 现 状 并 不 乐
观 ， 如工作压力大 、 收入待遇
差、 职称晋升难等。

由此， 一些护士难免会产生
生存发展焦虑， 有的年轻护士甚
至选择离职。 其中， 劳动价值能
不能得到体现， 待遇和付出是不
是相匹配， 是重要影响因素。 针
对这一现状， 国家层面出台了相
关政策。 如国家卫健委等11部门
2018年7月联合发布了 《关于促
进护理服务业改革与发展的指导
意见》， 其中明确提出， 充分调
动广大护士积极性， 在护士岗位

设置、 收入分配、 职称评定、 管
理使用等方面 ， 对编 制 内 外 人
员 统 筹 考 虑 。 疫 情 期 间 ， 从
国 家 到 地 方 也 出 台 了 一 系 列
政 策 措 施 。 凡 此 种 种 ， 都 是
为 “ 让 护 士 享 有 更 多 职 业 荣
光 ” 的真招实招。

“期盼疫情早日结束， 更期
待今天的职业荣光不会因时间而
褪去。” 这是今年护士节来临之
际， 援鄂护士的内心呼唤。 除了
从法规政策层面， 不断改善护士
工作条件、 降低劳动强度、 提高
福利待遇 、 建立权利保障机制
等， 还需要全社会改变重医轻护
的观念， 给予护士更多的理解与
尊重 ， 让他们发自内心地认同
“做护士真好”， 这应是护士节最
好的礼物。

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各地推
动复工复产的同时， 促进消费也
成为一大热点。

疫情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生
活， 包括抑制了多种消费， 而消
费与生产的关系不言而喻。 促进
消费的恢复与增长将直接推动生
产和经济发展。 因此， 各地对如
何 “重启” 消费动足了脑筋， 想
尽了办法， 消费券、 折扣战、 福
利费……不一而足。

在政府的部署和推动下， 工
会也在行动。 报载， 某市总工会
召开全委会， 围绕组织职工到周
边文化旅游场所消费 ， 引 导 和
带 动 职 工 恢 复 消 费 信 心 ， 繁
荣 消 费 市 场 ， 鼓 励 基 层 工 会
优 先 购 买 本 地 特 色 农 产 品 ，
动 员 职 工 开 展 农 业 采 摘 、 乡
村 旅 游 ， 促 进 消 费 扶 贫 等 工
作 ， 专 题 研 究 部 署 ； 某 地 工
会 与 政 府 有 关 部门联合行动 ，
围 绕 保 障 职 工 福 利 经 费 、 为
职工消费创造必要条件等问题，
制定详细工作意见， 如将在法定
节日期间， 按年度上限 （不超过
2000元 ） 向职工发放节日慰问
品， 并结合疫情防控， 为职工发
放一次性特殊慰问金……这些动
作不可谓不大 ， 举措不可谓不
实， 而且是必要的， 也肯定会产
生积极效果。

不过， 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
面。 工会在积极促进消费、 生产
的同时， 还应该想到， 另有一部
分职工需要的恐怕不是这些。 他
们可能由于疫情影响 ， 市场变
化 ， 企业不能全面复产复业 ，
甚 至 继 续 停 产 停 业 而 陷 入 困
境 ， 收入降低甚至失业 ， 他们
的消费可能仅限于基本生活的
“刚需” 而无力扩大消费。 在一
定意义上， 他们更需要工会组织
的关怀和温暖， 需要给予特别的
帮扶。

少部分职工的困境可能是暂
时的， 但即便如此， 眼前的难关
也必须 “闯”， 如果工会给予他
们必要的扶持， 不啻雪中送炭，
使他们 “渡难关” 相对容易些，
顺利些。 况且， 工会扶危济困，
也是为政府分忧。

□一刀 （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