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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公约”值得借鉴和推广

非常道

姚洋：刺激消费可以考虑给老百姓发钱

“我们得抓住五一长假的机遇，在这之前给老

百姓发钱。”4月1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

长姚洋在参加“疫情下的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

线上论坛时强调。姚洋认为，目前应该把重点放

在服务业复工复产上。服务业占 GDP 的比例

55%，是大头，但现在重点放在制造业上，制造业占

到GDP不到30%。服务业一停，还有交通运输、建

筑，其实往下掉得非常厉害。另外，服务业不起

来，消费就起不来。 @财经网

如何把“防疫

法宝”转化为上海

2400 万市民的健康

生活方式和行为习

惯？在近日举行的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上，上海市透露，已

经制定了《上海市民卫生健康公约》

征求意见稿，同时推出了“上海市民

卫生健康公约 25 问”。（4月12日《工

人日报》）

据报道，此次上海制定的“卫生健

康公约”的内容涵盖转变健康理念、

改善人居环境、改变饮食习惯、引导

文明行为和倡导个人健康生活方式等

主要方面。公约的核心内容是“12 个

不要”和“12 个倡导”，其中包括不随

地吐痰，不留弃狗屎；不乱扔垃圾，不

扎堆喧哗等。“12 个倡导”，即清洁环

境防虫害，喷嚏咳嗽掩口鼻；科学防

护戴口罩，社交距离要保持等。可以

说，这个“卫生健康公约”不但涵盖面

广，而且非常细化。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们

越来越重视个人卫生健康安全，尤其

是“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

成为广大市民防疫的“四大法宝”。

但良好的个人卫生健康习惯不能仅仅

停留在“防疫时期”，而应成为“后疫

情时期”的一个“延续”。

然而，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许多

人的个人卫生健康习惯却往往是随

“疫”而变的。一旦疫情形势开始“向

好”，有的人就立马“原形毕露”，不但

出门不戴口罩了，而且其他一些不良

的个人卫生习惯也“暴露无遗”了，不

是随地吐痰，就是随手乱扔垃圾。殊

不知，一旦让不良的个人卫生健康习

惯变成了“陋习”，轻则会危害个人身

体健康，重则会威胁公共卫生健康安

全，严重的甚至会导致病毒的传播、扩

散和蔓延，最终成为人类的“疫魔”。

笔者以为，上海的“卫生健康公

约”值得点赞，更值得各地借鉴和大

力推广。各地不妨多多学学这样的好

做法，让每一位市民都能自觉养成良

好的卫生健康习惯，从“出门戴口罩”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做起，自

觉远离卫生健康“陋习”，从而让良好

的个人卫生健康习惯永远与我们相

伴，一起乐享健康、乐享文明。

热点冷评

莫让伪造的“健康码”破坏抗疫大局
□ 郝冬梅

时事乱炖

□ 叶金福

微声音

三手烟或可在室内停留200天

三手烟，指的是香烟点燃后，残留在家具、衣

服、墙壁、地毯，甚至头发和皮肤等表面，可停留

很长一段时间的烟草残留物，含尼古丁、重金属

等多种有毒致癌物质。日常生活中，接触被污染

的布艺沙发、衣服、窗帘和地毯也会招上三手烟，

这些材质能够隐蔽藏身，是它最“中意”的场所，

甚至可在室内停留 200 天。多吃富含胡萝卜素及

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有助清除烟进入人体后产

生的自由基。 @生命时报

《安徽画报》微信

4 月 11 日，

民政部基层政

权建设和社区

治理司司长陈

越良透露，对于

故意伪造健康

码、躲避检查的

人员，各地要制

定相应的处罚

措施，依法从重

惩处。（4 月 12

日《北京日报》）

“ 伪 造 健

康 码 ”的 人 ，

有 的 是 属 于

“ 想 方 便 ”，有

的 则 属 于“ 想

隐 瞒 ”了 。 有 的 人 本 身 就 不 符 合

“健康码”管理规定，比如按照管理

规 定 只 能 拥 有“ 其 他 颜 色 的 健 康

码 ”，而 不 能 获 得“ 绿 颜 色 的 健 康

码 ”，而 他 们 想“ 一 路 畅 通 ”，就 伪

造了“绿颜色的健康码”。可以说，

“伪造健康码”其本质就是给疫情

防控添乱。

对于“伪造健康码”，不管原因

是什么，都应该实施最严厉的打击，

这种打击必须实现“顶格打击”甚至

是“罪加一等”，谁也没有权力为了

“自己的方便”而给防控添乱，对于

“伪造健康码”的人必须在法律层面

狠狠打击，让有侥幸心理的人付出

惨痛的代价，必要的时候还应该纳

入“失信黑名单”，让其一处失信处

处无路可走。

除了需要严厉打击“伪造健康码”

行为之外，还需要反思：为何有人“伪

造健康码”？既然“伪造健康码”，就

说明“伪造健康码”起到一定作用。

固然，有的“伪造的健康码”被发现

了，而不是所有“伪造的健康码”都被

发现了，还有一些“漏网之鱼”。假如

说，所有“伪造的健康码”都能在“第

一次使用的时候”被发现，也就没有

人再去“伪造健康码”了。之所以“伪

造健康码”，是因为“虚假的”起到了

“真作用”。

必须给所有“伪造的健康码”堵

死“畅通的路径”。需要提升“健康

码技术标准”，让“伪造的健康码”在

扫一扫的时候都能“现出原形”，有

的“伪造的健康码”之所以不能被发

现，是因为技术上可能存在漏洞；必

须提高管控人员责任心。“健康码”

是一种有效管理手段，然而在执行

“健康码”防控措施时，一些管控人

员只是“简单看一下”就放行了，给

“伪造的健康码”留下了可钻的空

子。所以，不让“伪造的健康码”成

为“脱缰的野马”，需要编织更加紧

密的“防控之网”。

“未开学预收费乱收费”
须令行禁止

□ 付 彪

记者4月11日从教育部获悉，针对近期个别学

校和幼儿园在未开学开课情况下预收学费（保教

费）、住宿费问题，教育部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发布预警，强调未开学或未开

课不得提前收取学费（保教费），未住宿不得提前

收取住宿费。（4月12日新华社）

从媒体报道来看，“未开学预收费乱收费”多是

民办学校，理由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为了避免

开学后缴费出现聚集，称预收学费的通知是学校投

资人下达的，没有考虑到教育方面的规定和要求；

有的表示疫情期间民办学校得给老师支付全额或

大部分工资，线上教学的付出不比平时低，而且考

虑到之后可能周末、暑假补课，学费“只多不少”。

笔者以为，这些吃相实在太难看，把家长和学校当

成了纯粹的生意关系，丧失了教育者应有的道德。

《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民办学

校不得与学费、住宿费一并统一收取；不得跨学年

（期）收取学费、住宿费。一些地方法规更是明确

规定，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按照政府核定

标准收取，如需增加收费额度或项目，需要重新申

请核定标准并备案。即使是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

自主决定学费标准，但上涨学费也应符合法定程

序。根据《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

营利性民办学校按学期或者学年收费，收费项目

及标准应向社会公示 30 天后执行；不得在公示的

项目和标准外收取其他费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

学生摊派费用或者强行集资。

可见，教育部此次发布的预警，也是对过去有

关禁令的重申。而对于疫情防控期间暴露出的这

些问题，更须令行禁止。一方面，要求各地政府部

门和学校及时开展自查自纠，发现和纠正问题，规

范和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学校收费管理；另一方面，

建立完善监管机制，加大查处力度，对每一起教育

乱收费问题都严惩不贷，不能退钱了之。倘若预

收学费、乱收费用的违规违法成本太低，就可能导

致这种行为事态蔓延，让禁令变成一纸空文。

害人“精”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