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本版编辑：刘诗萌 版式：王 青 校对：田丁辉版4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 本期零售价壹元

观察·读书
2020年3月5日 星期四

热
门
话
题

民
生
视
角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
阶段性成果，但是还没有出现拐
点。经济社会的发展已将复工复
产提到了重要日程，在抓复工复产
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成为公众关切的焦点话题。
本书由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
编写，全书内容分为知识篇、防护
篇、答疑篇、复工篇 4章，以一问一

答、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公众介绍科
学、系统的防护知识。 □桂方海

为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年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
署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陕西旅游出
版社在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新
闻出版局、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党委和集团工会的领导下，联合陕

西省教科文卫体工会，积极作为、主
动作为，认真搜集整理编辑了《最美
逆行者——来自抗疫一线的纪实》一
书。全书精选国内多家媒体宣传报
道，讲述陕西省抗疫一线的真实感
人事迹，诉说一个个英雄内心深处
的真情与大爱。其中既有防疫抗疫

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
战员，又有坚守在一线的公安干警、
基层干部等典型人物的事迹，从而
激发全社会的正能量、弘扬真善美，
展现陕西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
的精神风貌，凝聚众志成城抗疫情
的强大力量。 □高博

抗疫一线纪实作品《最美逆行者——来自抗疫一线的纪实》即将出版

■新书讯■

西北大学出版社推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50问》

近日，河南省和浙江省签订合
作协议，建立两省疫情防控“健康
码”互认合作关系。据悉，两省持
对方省份“健康码”人员，可参照
本省“健康码”规则予以亮码通行
或落实相关管控措施，跨省使用还
可自动转换为当地“健康码”。

不止河南，全国多地都已实现
“健康码”互认互通，努力打通复工
复产人流堵点。全国范围内的健康
信息互认互通，正成为当下疫情防
控的一个新变化。

一张二维码生成看似简单，背
后却与企业发展和外出务工人员返
岗就业息息相关。一方面，广大外
出务工人员迫切需要返岗或者外出
就业，但本地开具的健康证明在外
地却面临认证难问题；另一方面，
众多企业虽已摩拳擦掌等待复工，
但工人迟迟无法返岗，也非自身一
己之力可以解决。由此产生的时间
和经济成本，无论对于外出务工人
员或企业来说，都是一笔代价高昂
的负担。健康码跨省互认互通，打

破了这种两难局面，解除了企业复
工复产中的一些障碍。“一码行天
下”，也真正使复工效率得到了提
升，无论是对打通人员流动“大动
脉”，亦或是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都
有着积极意义。

不可否认，一些地方在跨省间
的信息互通上，还存在一定程度的
技术壁垒，并由此产生了使用不便
等问题，下一步需尽快解决。应该
注意，未来各地在加快完善健康码
系统的同时，也要加强对个人信息

保护，杜绝隐私泄露风险。同时，
针对部分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群，可
安排村 （社区） 工作人员指导完成
信息登记工作，真正在推广中实现
人性化、差异化管理。

在企业复工复产的大潮中，科技
的力量已然崭露头角。健康码跨省
间的互认互通，各地真正将大数据应
用，融入到了政府日常管理工作中，
现代化治理能力正在提升，未来不妨
在更多的治理领域中让这样的步伐
走得更快、更远、更稳。 □翟濯

用好“黑科技”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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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输入型病例，不能因新增病例减少“松口气”
最近几天，最能令国人感到欣

慰、振奋的消息，大概就是“一降再
降”的国内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
从2月下旬开始，全国各地的新冠肺
炎病例增长势头便有了显著放缓，多
地先后出现了“单日 0 确诊”的可喜
现象。

不断出现的“好消息”难免让人
萌生出几丝“是不是可以松一口气”
的念头。这种念头在情感上固然可
以理解，但是，我们却不能让其影响
疫情防控工作的大局。

在国内病毒传播逐渐得到有效

控制，新增确诊病例大幅下降的背
景之下，为什么说疫情威胁依然严
重？这当然不是随意判断，而是有
着不容忽视的现实依据：伴随着新
冠病毒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传播，
这场疫情早已不再是中国自己的
事，而变成了需要世界各国合作控
制的全球性传染病疫情。就在中国
的新增确诊病例数不断下降的同
时，全球新增确诊病例数正在以令
人不安的态势上升。在这种情况
下，中国作为一个与世界有着密切
经济往来和人员往来的大国，面对

的是巨大输入型病例风险。一旦在
这个问题上防范失当，造成输入型
病例的失控，新冠病毒很有可能发
生二次传播，这样的后果，是谁也
承担不起的。

疫情发展之初，外国出现来自中
国输入型病例，伴随着我国疫情防控
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情势已经发生
了“反转”。但这种“反转”，绝不
像一些人想的那样，仅仅是得意放
松的资本，这同时也给我国的疫情
防控工作带来了全新挑战。对于挑
战，我们不能因为其绝对数不大，

就轻视大意。
对于可能出现输入型病例，各

地有关部门必须做好全方位应急预
案，对输入型病例安置、诊断、治疗、
隔离、护理有明确而可操作处理流
程。对大多数地方而言，这都是一个
在此前一个多月的疫情防控工作里
没遇到过的“新课题”。为此，有必要
做到“防患于未然”。当下，我们面对
的已经不再是一场全国性的疫情，而
是一场全球性的疫情，在全球性疫情
没有平息之前，我们都不能有半点

“松劲”。 □杨鑫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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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疫情期间，线下餐饮、酒店等服

务行业受到冲击，大量员工无工可
返；而在线生鲜电商生意火爆，捡
货员、打包员、骑手等人手紧缺，由
此出现了这种临时性的灵活用工模
式——“共享员工”。最早招收“共享
员工”的是在线零售行业，之后逐渐
推广至物流、制造业等行业。“共享员
工”是疫情之下的权宜之举，还是未
来社会发展趋势？

疫情特殊时期，网购订单成倍增

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迫切的现实
问题，那就是分拣、打包、配送人员的
严重缺乏。与此同时，一些行业受到
冲击，大量员工无工可返。一场各取
所需的“跨界合作”由此展开，共克时
艰的“共享员工”模式应运而生。这
一新兴的用工方式，既降低了线下餐
饮、酒店等服务行业的人力成本，增
强了特殊时期渡过难关的能力，同时
大量吸收“共享员工”的行业，也不必
担心疫情结束、回归常态后的人员安

置与分流问题，更重要的是在疫情防
控期间提供了就业机会，跨界合作还
可能催生新的业态。

这样一种新兴用工模式，在未来
能否常态化？不同人对此看法不一。
笔者认为，“共享员工”实际上是特殊
时期的共克时艰之举。在此期间，大
家或许可以“不拘小节”，一旦企业经
营重回正轨，其可能存在的工伤、社
保、劳务纠纷、管理等问题，就会变得
突出而迫切。而且，“共享员工”模式

存在极强的流动性，这与企业和部分
求职者稳定性、归属感的理念并不相
符，未来也将面临挑战。

前景不明朗，却并不妨害其出
现所带来的积极意义，能在疫情防
控的非常时期，为多个行业及从业
人员带来转机与生机，就已然证明
了“共享员工”模式特殊时期的特
殊价值和意义。至于疫情结束后，
其能否延续，不妨交由市场去论证
与选择。 □夏熊飞

“共享员工”是特殊时期的共克时艰之举

致敬身边的雷锋致敬身边的雷锋

未見烟硝战却酣，
楚荆时疫扣心弦。
白衣勇士冲前阵，
赤胆英雄做后援。
热血铺成平安路，
豪情铸就逆行篇。
扫清灭患无多日，
万里春风捷报传。

□文/图 吴旭琨

望着窗外的暖阳，思忖着，春光走得太快了，今天就
是惊蛰了。古人识惊蛰，认为万物出乎于震，乃生发之
象。斗柄东移，时至惊蛰，阳气上升，大地回暖，春雷轻
鸣，百虫出动，细雨膏泽，生机盎然。古往今来，到了惊
蛰，人们讲究要吃梨，意图精神；还要打扫除，思为驱霉
运；习俗中还有蒙鼓皮一说。古人想象，惊蛰之日，天庭
有雷神击鼓。故，人间亦利用这个时机，蒙鼓皮，以图吉
祥顺畅。古时，还将惊蛰的讲究表达为三侯：一侯桃花
初始开；二侯黄鹂鸣翠柳；三侯鸷鸟化鸠，捕食展春。这
是对惊蛰前后，气候变化的描述。实际上，惊蛰更有意
义的是，春日始耕，从农闲转为农忙，春耕开始，田地里，
劳作的人多了起来。追肥浇水、锄麦地、种大蒜、种大
麦、种豌豆，葵花也是此时开始下种。裁剪果树，鱼苗入
塘。唐朝诗人韦应物云：“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
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贾岛说此时的燕
子：“口衔黄河泥，空即翔天隅。”陆游道惊蛰为：“鳞鳞江
色涨石黛，嫋嫋柳丝摇麴尘。”古人还惜春、惜时，苏辙写
道：“新春甫惊蛰，草木犹未知。……春来莫嫌早，春去
恐莫追。”看来，惊蛰在二十四节气中，是较为有特别意
义的。

今年的惊蛰，比往年来得慢，又似乎来得快。说是
“慢”，缘起庚子春节前后，始于武汉三镇的冠状病毒，飘
过荆楚大地，风卷全国。于是乎，举国动员，全民参战，
查询、隔离、治疗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封路、封城、封村、
封社区，可以说是万巷皆空，万民皆居。居家的日子，戴
口罩、消毒、看电视、做广播操，觉得时间走得慢。但是，
时不等人，春光依旧走着，先是冰茬开口，再是河边翠
柳。使人觉得，春日负梅，“墙角独此开”，春日触怨景，
万景空人迹。

我以为，庚子惊蛰中添了另一番春意。君不见，忙
碌的身子，多了空闲，张先生说，有了时间，干了些过去
想不到、干不到的事。年轻的女士亦讲究起了美容。一
家人，有了时间，多了交流、沟通，亦是祥和融融。丈夫
进了厨房，妻子有了赞许的目光，和谐的景象，油然而
生。有许多人说，待在家里，可以静下心来去思考、去回
味。好像微信朋友圈更有了许多思想者、小作家。其

实，变废为宝，时光于以利用，倒是坏事见好的寓意了。
于人生，我识惊蛰，倒有另一层深意。人生如节气，

时冷时热，时好时坏，时顺时逆。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
一辈子都是顺顺当当，都是光彩照人。放大说，当我们
有位的时候，风光的时候，多做点实事、好事，利于人民，
利于社会的事，这才是对得起良心，对得起时光。受打
击排挤，身处逆境的时候，便要“蛰伏”起来，多静少动，
多思少说，默默去做，利用这个时候总结自己的缺点、错
误，痛定思痛，朝花夕拾，颇有心得。这样，会吃一堑长
一智，到了该干且能干的时候，就会干得更好，周围的
人，乃至领导、上级，会用欣赏的目光看你，似乎有了“惊
雷”的感觉，此时的你，便有了顺境，有了好的际遇。谁
说不是呢？惊蛰对每个人而言，不单单是节气的变化，
它在叫醒百虫万物的时候，也叩击了人类的心灵。

惊蛰对生灵，亦可谓生命中最美的涅槃，蛰伏了一
个冬天的万物，被雷声惊醒，动了动身子，脱缰而出，大
有重生的感觉，于大千世界，添加了新气象。小鸟肆意
飞鸣，野草破土而出，树木长出了新芽，这灵动的万物，
稚态可爱，活力渐显，伴着春天的阳光，给人以欢乐、上
升的气息。人何尝不是呢？人生中的低谷，带来了思
考、总结，对自己过失的痛楚、反悟，必将带来思想上的
升华，当命运的钟声叩响时，生龙活虎的你定当会英姿
勃发的去投入、去奋斗，自然就会有了收获和快乐，这便
是人生的涅槃。

浅悟人生，当顺时势，正可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顺
应自然，顺应时势，事半功倍，于个人，也显得有胆有识，
易与人处。心情如春雨，泰然、快乐。浅悟人生，宜刚则
刚，当伏则蛰，不必计较世事如何、别人如何。人生多了
理智，生活中便增添了阳光。

人生有起伏，犹如春暖秋凉。做人执常理，恰似春
华秋实。这便是对“惊蛰”的一种拙论了。乃有《柳梢
青·惊蛰》记之：

云雾游集，雷轻蛰启，柳荡鹃啼。烟袅青漪，蒲禾欲
立，通陌人稀。

叹魔疫害民疾，聚众志，艰阂可敌。且看桃梨，红妆
万里，芳草萋萋。 □春草

浅说“惊蛰”

国家税务总局
总审计师王道树在
3月3日举行的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透露：疫
情发生以来，国家先
后出台三批税费减
免政策。国家税务
总局将及时制定操
作指引，并强化督导
核查，把政策落实情
况纳入绩效考评体
系，加强督查督办，

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疫情发生以来，外需、内

需、供给侧均遭受不同程度
的冲击，不少企业因复工难、
订单取消、违约而处境艰
难。为对冲疫情影响，自 1
月以来，国家税务总局先后
针对疫情防控、企业社保负
担、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出台了三批税费减免政策，
如此规模的税费减免无疑是

“及时雨”。但是，这番惠政
能否及时惠及每个纳税人，
还需检验。

将税费减免纳入地方政
府绩效考核，如何落实是关
键。一方面，相关部门必须
要切实加强监督和问责。应
当看到，由于税费减免在基

层，这意味着监督链条被拉
长，行政监督的力度迅速弱
化，效果在快速衰减。这就
要求，在惠政落地过程中，需
完善监督机制，比如借助信
息公开加强外部监督、加强
督导和检查、完善举报和问
责机制等，让减税降费落到
实处。

另一方面，执纪监督部
门也要将税费减免的监督日
常化。相关部门要对享受税
收优惠政策的纳税人进行日
常巡查，制作实地巡查报告，
重点记录巡查时发现问题及
处理办法、反馈意见等，保证
税费减免不打折扣。

需要提醒的是，各地需
尽快颁发可操作的税费减免
手册，建立明确的内部绩效
考核和尽职追责机制，在控制
税收成本的同时，避免税收不
一致造成的不公平。

长远来看，要让企业过
好日子，显然不能只靠税费
减免的刚性实施，最终要靠
优化财政结构。从这个角度
说，将税费减免落实情况纳
入绩效考核，在当下，是防疫
的应有之义；而在长远，则可
视之为继续优化财政结构的
先声。 □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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