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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过后，咱该去给“老板”们捧个场

□ 王继洋
春分过后，转眼就进入了农

历三月。有个同学在群里先是
发了个红包，跟着发了大哭的表
情，“年前新开的饭馆，已经歇业
两个多月了，这个周末开张，大
家有空一定记得来捧个场”。正
所谓“吃人嘴短”，抢到红包的同
学率先响应，然后大家开始接
龙。这样的时刻，聚会肯定是不
行的，接龙是为了分流，大家“值
日式”捧场，去帮同学渡过眼下
的这道难关。

同学开的是个烤鱼店，但炖
鸡做得也相当有特色。春节前
他储备了大量的活鱼和鸡肉，准

备大干一番。没成想年初一还
没到，就不得不因为疫情关门歇
业。年前预约的酒席一一退了
钱，但进好的活鱼和鸡肉退不
掉，只能自己“消化”。于是整个
春节期间，他在做好防护的情况
下，在同学群里以半白送的方
式，处理掉了这些活鱼和鸡肉。

扣去门面的租金、给厨师的工
资、进货的成本，同学开业不到半
年，赔得欲哭无泪。群里大家都知
道他的情况，也没少吃他送的鱼和
鸡肉，所以他这次疫情后的开张，
大家肯定会捧场。而透过这个小
得不能再小的老板，不难发现，对
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讲，宅在家里可
以岁月静好，但对于他们这些老板
们来说，疫情持续的近两个月，可
能是他们最难熬的一段时光。

老板，尤其是中小企业老板，

在过去两个来月的时间里，一直
都很焦虑。如今，疫情渐渐消散，
直接面向老百姓衣食住行的服务
性行业，要想恢复到年前的红火
状态，还需要一段过渡期。疫情
期和过渡期连在一起，延长了中
小企业在生死线上的挣扎期。

这样的生存困境，不仅属于
中小企业，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
相关。比如一大批餐饮企业在
疫情期间倒闭了，那么整个供应
链是不是即将感受到寒意？如
果一大批商铺撑不下去了，商业
地产行业是不是即将感受到寒
意？这样蔓延下去，没准就会涉
及到你我所在的行业，加入到失
业的行列……

在中小企业遇到困难的时
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
策，作为社会个体的我们也有必

要站出来，以实际行动支持老
板，这也是在为经济的复苏助
力。从同学群里大家为“老板同
学”捧场这样的小事做起，在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帮帮
老板们，其实并不难。电视剧

《请回答1988》中，德善的爸爸明
明自家经济困顿，但看到路边有
人卖不掉的东西，一般都会直接

“扫货”，这其实也是作为社会个
体的一种担当。

疫情期间，我们支持武汉、
支持一线的防疫人员，这是为了
整个社会的安全。疫情过后，我
们支持老板，是为了加快商业复
苏、尽快消费回补，这其实也是
全社会共同的心声和期待。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不仅
体现在疫情期，也该体现在这段
看起来依然有些寒意的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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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消毒却被不少人视为“硬核防疫”的手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足够的健康素养。缺乏健康素养，常常会做出
一些违背科学常识的事情，如过度消毒，人长时间暴露在充满消毒液的环境内，人的眼、鼻、口腔、呼吸道都会受到刺激，
严重时足以危及健康。由此看来，亟需补齐公众健康素养的短板。

□ 潘铎印
社区工作人员给快递物品

喷洒消毒液，有必要吗？在家里
安装紫外线灯给空气消毒，可行
吗？日前，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
晓峰提醒市民，过度消毒并不科
学，甚至有害无益。

居家战疫，公众全方位消
毒，鞋底消毒、衣服消毒、钥匙消
毒、手机消毒……消毒液成了不
少人随身携带的必需品，随时随
地都要掏出来喷一喷，在家里还
安装紫外线灯给空气消毒。社
区工作人员也不停消毒，电梯消
毒、车轮消毒、路面消毒，连花花
草草也给消毒。当很多人将全
面消毒视为战疫良方时，许多的
疾控专家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

新冠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
是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对小
区、街道、广场等室外空间进行
空气消毒意义不大。在家里安
装紫外线灯给空气消毒同样不
可取。众所周知，紫外线照射过
量可致盲、皮肤致癌，这样的消
毒不仅达不到相应的目的，还会
对人体造成伤害。北京市疾控
中心副主任刘晓峰提醒市民，日
常生活中不要过度使用消毒剂，
天天时时使用消毒剂，会对皮肤
黏膜造成伤害。

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全
民健康素养的短板暴露无遗。
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理解、
处理基本的健康信息和服务，并
利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有利
于提高和维护自身健康决策的
能力。过度消毒却被不少人视

为“硬核防疫”的手段，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缺乏足够的健康素养。
缺乏健康素养，常常会做出一些
违背科学常识的事情，如过度消
毒，人长时间暴露在充满消毒液
的环境内，人的眼、鼻、口腔、呼
吸道都会受到刺激，严重时足以
危及健康。由此看来，亟需补齐
公众健康素养的短板。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健
康素养平均值为14.18%，距离“健
康中国行动”设定的30%的目标
仍有很大差距。加大健康知识
传播力度，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
为通俗易懂的健康知识和人们
的良好习惯，仅靠卫健部门无法
实现，需要各部门、专业机构、媒
体和公众等共同配合、协调联
动，运用社区宣传栏、官方网站、
科普讲座、媒体宣传等灵活多样

的形式进行健康知识普及，有针
对性地释疑解惑，促进公众提高
健康素养。发挥基层公共卫生
服务机构“守门人”作用，下沉服
务，纠正居民不良生活习惯，督
促大家树立健康意识，主动预防
和控制传染疾病。提高健康素
养是一个教育过程，教育部门应
大力支持和深度参与，让健康素
养培育进校园，融入教育体系，
努力提高学生的健康素养，夯实
健康中国的基础。

健康素养是国民素质的重
要标志。提升健康素养，是提高
全民健康水平最根本、最经济、
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大力开展健
康知识普及行动，不断提高全国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更好筑牢全
社会的健康防线。

□ 彭拍
被疫情耽误的春天正在回

来，之前遭遇疫情暴击的文化
旅游产业也在抓紧“回血”。

日前，扬州瘦西湖景区，迎
来首批大型团队游客。而接待
他们的是扬州市委书记夏心旻
等领导，夏心旻被媒体称为扬
州“1号导游”。一把手亲自当
导游，足见地方政府对提振文
旅行业消费信心的重视。

疫情发生后，多地旅行社、
旅游景区、公共文化场馆和文
化经营场所等暂停运营，大型
文化和旅游活动一律推延或取
消。多地接待游客量、旅游收
入几乎“归零”。据测算，仅春
节假期，文旅产业损失就超过
5000亿元。

应当看到，虽然短期内疫情
抑制了社会总需求，但不会改变
文旅消费的蓬勃内生动力。越
是承压的时刻，越要对“补偿性
消费”有信心。经济的毛细血管
遇到困难，更考验着各地区各部
门的政策“及时雨”的效率。

如今，国内疫情防控形势
日趋向好，文旅行业“回血”在
即，一方面要靠打破对“门票经
济”的依赖，“疫”境求存谋新谋
变，吸引客流；一方面要依靠经
济复苏帮扶机制，相关部门下
好“疫后市场”先手棋，“输血”

“造血”两手抓。
文旅行业要打消人们出行

的顾虑，要将健康申报、体温登
记、健康监测等工作做到位，更
要抓住疫后的特殊时期做好针
对性的营销。比如，针对公众担
心拥挤的心理，苏州的穹窿山景
区主打“户外氧吧”的概念，还举
办“穹窿山本草文化节”，将旅游
和防疫健身做了复合营销。

同时，社会也要给文旅行
业“输血”。人间烟火味，最抚
市民心。之前，多地领导带头

“下馆子”，提振餐饮业的信心。
现有市委书记变身“导游”，为
文旅产业“站台”，都是为提振
消费信心做出的有力之举。

各地还推出多项举措助力
文旅行业渡过难关。以上海为
例，针对文旅行业面临的流动资
金紧张、市场订单减少等痛点难
点，推出金融服务举措，精准助
力文旅企业复工复产复市。上
海市文化旅游局联手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将安排信贷资金100亿元，专门
用于帮助文旅企业。此外，江苏
省也印发《关于促进文化和旅游
消费若干措施》，希望能抓住这
次疫后“补偿性消费”的机会。

此外，“疫境求生”也是文
旅行业转危为机、求新求变的
良机。借机去除旅游产品同质
化严重的固有顽疾，提高旅游
产品附加值，找准疫情下大众
旅游消费的新变量，拓展科普
亲子游、“云旅游”等消费升级
需求，提高文旅行业应对风险
的能力。

“春江水暖鸭先知”，春天
正在回来，文旅行业熬过了最
灰暗的日子，正在率先“回血”。

文旅业“回血”
走出灰暗时光

补齐公众健康素养的短板

平台下单点外卖，夹起豆芽被惊呆。
水煮口罩重口味，监管何时跟上来？

绘画 王怀申 配诗 王继洋

近日，上海的杨先生和妻子在“饿了么”平
台下单渝信川菜，点了份包括“渝信水煮鲶鱼”
和其他配菜在内的外卖，实际支付115.3元。晚
上9时许，外卖送达，杨先生和妻子享受晚餐，
夹起“渝信水煮鲶鱼”里的豆芽菜时，发现不对
劲。杨先生定睛一看，顿时傻眼了：这哪里是黄
豆芽？竟然是一个一次性口罩！

据3月24日《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