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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吾乡，异地年味一样足

　　华铁旅服是上海铁
路局集团公司所属、专
业从事高铁餐饮、高铁
站车防疫消毒、保洁等，
员工近万人，大多数要
就地过年，不能返乡与
家人团聚，该公司悉心
为员工准备了成本价的
年夜饭。所有食材都从
知名供应商采购，严格
把控防疫消毒、食品安
全、烹制口味，都是半
成品和成品，员工在家
就能做出一桌美味年夜
饭。
　　故乡今夜思千里，
霜鬓明朝又一年。新春

佳节之际，种种年味勾
起了重重思想之情。“回
家过年”感受儿时家乡
的年味成为了华夏儿女
们共同的下意识动作。
但为了让这个年味不变
味，为新冠疫情的防控
工作顺利进行，炎黄子
孙们克制着这“倦鸟归
巢”般的本能反应，积
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就
地过年的方式，为抗疫
工作给予了无声的助威。
　　就地过年留人更“留
心”。为积极响应党中
央“就地过年”的号召，
各企业单位以及社会各

界为选择“就地过年”
的员工提供了丰厚的新
年礼包和新年福利。这
其中就有华铁旅服为就
地过年的员工准备了超
低成本价的年夜饭套餐，
上海新跃物流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为留沪过年的
新疆员工准备了家乡美
食，让远在异乡的员工
依然能感受到家的味道。
以福利弥补不能回家过
年的失落，以社会各界
的关心填补没有家人陪
伴的空虚。虽然“留人”
是目的，但“留心”才
是根本，而这也是全民

一家亲的最好体现。
　　就地过年留人也“留
爱”。虽然山川湖海拉
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但阻挡不了爱的传达。
同时在强大的互联网支
撑下下，时空间的距离
阻挡不了与家人的“见
面”。线上拜年、云过年、
视频拜年，已然成为一
种潮流，通过网络传递
爱的信息，通过网络互
动，虽然相隔万里，但
也可做到你的生活中有
我，我的生活中有你的
感觉。疫情能留住了人，
也留住了爱与亲情。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与家
的距离看似很远，但实
则不过一根网线的距离。
虽然不在父母家人的身
边但家人的爱一直伴随
左右。虽然不能在一起
守岁跨年，但我们可以
在跨年钟声响起的那一
刻共通举杯敬家人。让
我们用爱填满距离的沟
壑，用爱温暖舍小家为
大家的异客。这一刻山
川河流，日月星辰，四
海之内，天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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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觉戴口罩成为公序良俗

　　福建推出全国首个
对餐饮服务从业人员佩
戴口罩的专项立法，该
法于 2 月 1 日正式实施。
立法规定，餐饮从业者
上岗须戴口罩，否则最
高将被罚款 1000 元。也
就是说，佩戴口罩已经
成为了福建餐饮服务从
业人员的法定义务。
　　疫情期间，不论在
哪个行业或是哪个公共
场合，口罩已经成为了
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戴
口罩入法”进入餐饮服
务业，体现了该行业对
食品安全的重视和保障，
但与此同时我们要思考

一个问题，需要呼吁各
行各业都对戴口罩进行
专项立法吗？对特定职
业进行立法有利于管理，
那么法律渗透不到的角
落，靠什么来规范人们
自觉戴口罩呢？笔者认
为，戴口罩要想成为常
态化行为，不能总依靠
强制力，也要想办法让
其成为一种公序良俗。
　　很多时候、很多场
合，法律并不适用或者
不容易进行强制。福建
对于餐饮业进行的这项
立法，具备可操作性。
因为餐饮行业本身就需
要具备卫生健康和清洁

干净的属性，戴口罩一
是为了防控疫情，二是
对食品安全进行加强保
障。然而，对于公众在
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如
上超市或者逛公园不戴
口罩，法律则不能强制
管理。
　　那么，法律不适用
的场合，什么可以促使
公众自觉戴口罩呢？那
就要靠道德感知的渲染
和宣传科学防疫的手段
等的公序良俗的规范。
小到社区服务，大到国
家管理，都要进行道德
教育，让公众知道，在
疫情期间，外出时自觉

戴口罩是一种“有道德”
的行为。此外，宣传防
疫的手段也必不可少。
如今宣传防疫不像疫情
刚发生时从头开始，而
是要把重点放在科学防
疫上。在戴口罩方面，
重点则是宣传科学戴口
罩。一些公众认为国内
疫情防控相对稳定，于
是就掉以轻心，如会把
口罩拉到下巴处或者绑
在手臂上。说到底还是
自觉戴口罩的意识不到
位。
　　治理社会往往是“双
管齐下”，即法律和道
德互相支撑。为了更好

地抗击疫情，国家和个
人都在出力。福建出台
的这项立法是符合形势
的。但是我们需要思考，
在法“立”不到的地方，
我们该靠什么共击疫情。
因此，让公众形成在公
共场合自觉戴口罩的“常
态化”意识，不能总靠
强制力，还需要道德的
提高、社会责任感加强
等方式让其成为一种公
序良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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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返乡人员核酸检测虽好，但也莫盲目跟风

　　近日，多地基于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提出
的返乡政策加码“六不
准”，陆续调整了返乡
防疫政策，不再要求提
供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返乡后也无需再
次进行核酸检测，凭健
康码绿码即可通行。此
举打通了返乡人员回家
的“最后一公里”，有
利于返乡人员尽快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开开心
心过新年，赢得了返乡
人员和网友的一片好评。
取消核酸检测是一项暖
心的便民之举，应该为
之点赞，但同时也应看
到背后的隐患，别盲目
跟风。

　　目前，疫情仍处于
全球大流行阶段 , 国内
本土疫情呈零星散发和
局部聚集性疫情交织叠
加态势。当下寒冷、干
燥的天气为病毒的传播
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之
春节临近，人员流动增
加，聚集性活动增多，
进口冷链和货物物流增
大，为疫情防控带来更
大挑战。因此，疫情防
控工作万不能掉以轻心、
麻痹大意，反而需打起
十二分精神。
　　不查验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可能导致一些
返乡人员不再进行核酸
检测。如若被感染，将
成为返乡路上的疫情传

播源。众所周知，我国
幅员辽阔，出于出行成
本、携带更多行李等考
虑，绿皮火车、长途巴
士仍是不少返乡人员的
首选，这也导致一些返
乡人员路途耗时较长，
部分边远地区，甚至需
要耗费五六天的时间。
长时间处于人员密集的
密闭的车厢中，如若出
现感染者，同乘人员被
感染的可能性极大。如
返乡后无需再次进行核
酸检测，可能导致在路
途中被感染者不能及时
发现，增加家庭传播、
社区传播的风险。
　　返乡政策“层层加
码”不可取，但“层层

松绑”更不利于疫情防
控的大局。疫情防控工
作是当前各级、各部门
的首要任务，需要更加
人性化、精细化。一些
地方也探索出了一些好
做法，值得各地借鉴。如：
采取发稳岗补贴等方式
鼓励外来就业人员就地
过年；短信、电话提醒
返乡人员做好健康监测，
途中做好个人防护；帮
扶慰问留守老人、留守
儿童；引导返乡人员回
家后不聚集、少流动；
结合大数据对返乡人员
实施网格化、分类管理
服务等。疫情防控是一
个系统的工程，任何一
项政策的调整都需要科

学审慎地研判，同时辅
之以相应的配套举措，
既给老百姓提供方便，
又不给病毒以可乘之机。
　　不要求提供 7 日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
乡后不再进行核酸检测
是对寻求疫情防控力度
和温度平衡点的有益尝
试，但背后的隐患也不
小。同时，也要谨防一
些地方急于撕掉“层层
加码”的标签，不根据
当地疫情实际盲目跟风
“解绑”，一管就死，
一放就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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