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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月1日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
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
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求的，须经家长同意、书面
提出申请，进校后应将手机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学校应通过设立校内公共电话、班主任沟通热线等途径，解决
学生与家长通话需求。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
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 据央视新闻

专注学习防沉迷，
手机禁带校园里。
规矩还需细落实，
家校努力解难题。

□ 郑桂灵
近日，家住河北省邯郸市的

孟倩在采购年货时发现，几个大
型农贸市场里都配备了红外线电
子测温仪、“一米线”及防护网等
安全措施，用来确保市民购物安
全。去年疫情防控期间，防止人
群聚集的“一米线”发挥了很大作
用。目前河北等地接连发生局部
聚集性疫情，公共场所设置“一米
线”防疫措施的重要性被再次
提及。

现实生活中，人们时常会看
到涉及公民隐私的公共服务窗
口，都画有警示人际距离的“一米
线”，比如银行、机场、车站、政务
中心等。伴随疫情防控需要，“一
米线”又被赋予了保持社交距离
的“防疫”功能。作为守护安全健
康和文明秩序的重要举措，“一米
线”还被北京、广州等地写入地方
立法，更让其具有了不能随意逾
越的法治约束力。

相对于遵守金融机构设定的
“一米线”警示，彰显出尊重公民
隐私、不随意窥视他人秘密的“文
明”素养，恪守保持社交距离的

“一米线”要求，则更具维护疫情
防控大局、保障你我他健康的重

大意义。自去年疫情发生后，就
有研究表明，当人说话、咳嗽、打
喷嚏时，新冠病毒就会通过飞沫
传播排到空中，如果吸入含有病
毒的飞沫，就有被病毒感染的风
险。由于重力作用推动，飞沫从
人体口鼻排出到落地的水平距
离一般在1米以内。故此，保持
社交距离的“一米线”，就成为有
效防疫的重要公共卫生举措。

经过过去一年的疫情防控，
出门戴口罩、室内常通风，勤洗
手、不串门、少聚集，遵守“一米
线”社交距离等，已成妇孺皆知
的防疫常识。有些地方还为“一
米线”间距祭出不错创意。鉴于
一年级娃娃对于“一米”缺乏概
念，杭州一小学就想出好主意：
让孩子们仿照宋代“官帽”样式，
制作出有着长长帽翅的“一米
帽”，并要求帽翅不能相互触碰。
这不仅有效提醒了孩子们保持
距离，也调动了他们的想象力与
动手能力，可谓一举两得、寓教
于乐。

不过，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总
体上趋于稳定，一些人开始对保
持社交距离不太在意甚至是遗
忘和忽略，不经意间的聚集、扎

堆时有发生。即便是在已有散
发疫情的地方，到采集点咨询也
是争先恐后，“一米线”距离感荡
然无存。这不仅会扰乱正常秩
序，也极易导致病毒的聚集性传
播，负效应不可小觑。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疫
情未结束、防疫不放松的当下，

“一米线”就是警钟长鸣、不容逾
越的规矩线。对于疫情防控，它
就是安全线、健康线，一米距离既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对于日常
生活，它就是规则线、文明线，丈
量着人们的文明程度，检验着公
民的道德素养；一旦写入法规，
它更成为法定义务、法治红线，
守法是本分，违法必得究。

有形“一米线”画在地上，
要谨防踩线，无形“一米线”刻
在心中，更当敬畏恪守。无形的

“一米线”比有形的“一米线”更
重要，防疫“一米线”入法更要
入心。期待“一米线”能够内化
于 心 、外 化 于 形 ，成 为 人 们 排
队、出行、办公、生产、购物、就
餐等场合的文明习惯和行为规
范，发挥其公民隐私保护线、疫
情防控规则线、公序良俗维系线、
城市文明风景线等综合性效应。

防疫“一米线”入法更要入心
相对于遵守金融机构设定的“一米线”警示，彰显出尊重公民隐私、不随意窥视他人

秘密的“文明”素养，恪守保持社交距离的“一米线”要求，则更具维护疫情防控大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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