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周家和

科学防疫，过度“消毒”要不得

时事乱炖

疫情信息公开
不能漠视个人隐私权

□ 汪昌莲

热点冷评

做好企业“服务员”
精准稳妥推进复工复产

□ 付彪

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2

月 26 日 召 开 会

议，听取中央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汇报，分

析当前疫情形势，研究部署近期防

控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精准稳

妥推进复工复产。（2月27日《人民

日报》）

疫情防控不能松懈，经济发展

也要抓紧。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

区企业复工复产，事关为疫情防控

提供有力物质保障，事关实现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对于各级

政府部门而言，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精准稳妥推进复工复产，应做好企

业“服务员”。

做好企业“服务员”，需要更精准

的政策支持。这场疫情，给许多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带来不少压力和困

难。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从中央到

地方，从金融、税收到用工、租金等各

方面，都出台了不少助力政策，为企

业恢复生产增添了信心。好政策还

需落实好。除了企业积极回应政府

的优惠政策，政府部门也应注重政策

精准性和可操作性，加强执行情况的

跟踪、反馈与监督，灵活调整降低企

业成本等相关政策。

做好企业“服务员”，需要更精

准的防控措施。精准稳妥推进企业

复工复产，必须做细做实疫情防控

工作。日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印发了《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

防控措施指南》，从员工健康监测、

工作场所防控、员工个人防护、异常

情况处置等方面，为企事业单位推

进复工复产、做好疫情防控措施提

供了全方位指引。

做好企业“服务员”，需要更精

准的指导帮扶。当前，企业复工复

产不同程度面临着招工难、防疫物

品短缺、原材料跟不上等问题。政

府部门应加强与企业对接，“一企一

策”指导企业复工复产，帮助企业解

决难题。

精准稳妥推进复工复产，贵在

精准，重在稳妥。只要各级党委政

府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勇于扛

起责任，做好企业“服务员”，就一定

能够精准稳妥推进复工复产，也一

定能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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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五部门：依法打击
哄抬防护用品价格等违法犯罪

2 月 26 日，中央政法委等五部门发布《关

于政法机关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

的意见》，文件要求，依法打击违反国家有关市

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囤积居奇，哄抬疫情

防控急需的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消毒液等防

护用品、药品或其他涉及民生的物品价格，严

重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犯罪。@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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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动作改善手指酸痛

憋在家里很多人机不离手，手机玩久了、

鼠标用多了容易诱发腱鞘炎。康复科医生教

你一个动作预防或改善手指酸痛：用四指握住

拇指关节，伸直双臂，然后向下缓慢按压双拳，

定住三秒后回收，之后握拳交换拍打手臂。每

个动作重复十次以上，每天练习三组。试试你

就知道多有效。 @生命时报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副主任刘晓峰 2 月 26 日在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说，过度消毒

不科学，而且有害。车轱辘消

毒、楼道空气消毒、鞋底消毒、

快递外卖包装消毒、空旷地面

消毒都属于过度消毒。（2月

27日《贵阳晚报》）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

来，消毒液成为重要抗疫用

品，为确保抗疫一线的急需，

许多厂家提前复工复产，加班

加点生产。可有些地方和单

位，没有掌握科学防疫知识，

过度使用消毒液，其害处不只是对

有限抗疫资源的浪费，更是对人体

健康有害。

毋庸讳言，当前，随着各地正

陆续复工复产，大家纷纷加大了消

毒力度，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加大

的力度有多大？还是应该强调适

度。凡事都有个度，过了度就会起

反作用。

比如，有些电梯里消毒液浓度

过高，次数过多，气味久久不散；有

些小区启动无人机进行大面积消

毒，平均每平方米喷 4 克药液;有的

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口，一天喷洒

消毒药水40吨等等，对人体健康的

危害不容忽视。

消毒液毕竟不是安全感的安

慰剂，安慰剂即使没有任何药效，也

没有什么负面作用。但过度使用消

毒液，不仅是浪费了大量急需的抗

疫资源，还会对人畜及环境产生危

害和污染，甚至还存在无法进行定

量评估的潜在风险。因为过度消毒

会导致正常生活环境中细菌明显减

少，对人体免疫刺激不足，容易引起

眼睛、皮肤刺激，吸入性肺炎、皮肤

炎症、过敏反应等疾病，尤其是病毒

感染所致疾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过度使用

消毒液也是一种心理“病毒”，疫情

期间，有些人为此产生一些焦虑、担

心等情绪，比平时加大一些消毒力

度，属于正常反应，也是科学合理

的。但反应过度了，草木皆兵，过度

消毒，则危害心理健康。笔者建议，

若是没有出现病人及隐性感染者的

场所，通常还是应以清洁卫生为主，

预防性消毒为辅。科学消毒是切断

传播途径、控制传染病流行的一个

重要手段，但也是一门技术活，一定

要按照科学规范来做，切不可过度，

应谨慎为之。

疫情防控的当下，政府有关部门有责任及

时发布相关疫情信息。同时，全国范围内也发

生了多起涉疫情个人信息泄露事件。一方面

要保障公众知情权，另一方面个人隐私权不可

漠视。这要求执法部门在具体执法中掌握好

“度”。（2月27日《工人日报》）

众所周知，信息公开是保障公民了解权的

一种法律制度。比如，疫情防控期间，究竟谁

有权收集和公布公民个人信息，法律法规有明

确的规定。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

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规定，

有权收集发布公民信息的主体包括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医疗机构、被指定的专业技术机构，

还有街道、乡镇以及居委会、村委会等。其他

主体不得擅自采集和公布公民个人信息。从

这一点来看，有关部门公布确诊或疑似病例等

基本情况，是在执行信息公开制度，这种做法

本身没有问题。

再看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

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

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

权。事实上，保障公民知情权，与保护公民隐私

权，两者并不矛盾。具体到疫情信息公开，在征

得本人同意的前提下，只须公开其小区、楼栋、

姓氏等主要信息即可，没必要公开人家的姓名、

身份证号、家庭住址、手机号等私密的内容。更

何况，群众只想了解本小区的疫情情况，对他人

的隐私，并不感兴趣。问题是，一旦个人信息泄

露，可能会被某些不法分子利用。

据媒体报道，目前多地已有因随意公布、泄

露个人信息被处罚的案例。例如，2月19日，山

西晋城的史某某将包含有患者及密切接触者相

关个人信息的报告发至该村微信群，造成32名

密切接触者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史某某被依法

处以治安处罚。基于此，2月24日，司法部发布

意见，要求疫情防控措施要与疫情可能造成的

社会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尽量最小

程度地减损公民权益。因此，各地要结合本身

实际情况，在法治精神下规范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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