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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衡之公民问政

近日 ， 云南昭通彝良县
人民医院 150 名医务人员通
过昭通日报宣布放弃申领抗
疫补助一事引发社会关注 。
16 日， 昭通市委员会宣传部
微 信 公 众 号 就 此 事 作 出 回
应 ，称经调查 ，未发现院方要
求和统一组织医务人员放弃
申领补助的情况 。 当地已责
成医院立即整改前一阶段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 。 （3 月 16
日新京报）

“150 名医护放弃申领抗
疫补助 ”一事 ，经媒体报道后
引发热议 ， 有人对这些医务
人员的举动表示赞赏 ， 认为
这 “体现了大公无私的奉献
精神 ”；有人认为有道德绑架
之嫌 ， 怀疑是医院方面统一
要求医护人员放弃申领抗疫
补助 。 但从当地官方调查结
果来看 ， 院方并没有要求医
护人员这么做。

那么 ， 医护人员该不该
放弃申领抗疫补助呢 ？ 从情
理上来说 ， 虽然抗疫是医护
人员的职责所在 ， 很多医护
人员也有为国抗疫做贡献的
意愿 ， 但此次疫情作为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医护人
员抗疫面临的风险以及承受
的压力都远远大于平时 ，所
以国家发放抗疫补助与医护
人员领取补助是应该的。

从法理上来说 ， 不管放
弃申领抗疫补助是不是医护
人员的真实意愿 ， 有关方面
都应该按照 《国务院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联控机制关于聚焦一线贯
彻落实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
员措施的通知 》规定来操作 ，
因为在特殊时期这种文件具
有临时性规范 、 约束的制度
效力，必须严格执行。

换言之 ， 这种抗疫补助
是 医 护 人 员 应 得 的 临 时 性
“法定收入”。既然是一种“法
定收入 ”，那么有关方面就应
当按规定标准发放 ， 医护人

员也应该按规定领取 。 也正
因是特殊的 “法定收入 ”，所
以国家有关部门还规定 ，对
于取得政府规定标准的疫情
防治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
免征个人所得税。

如果医护人员放弃申领
抗疫补助 ， 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 ， 没有真正领会国家发放
抗疫补助和免征个税的政策
善意 。 这也反映出医院方面
没有对医护人员全面准确解
释 国 家 抗 疫 补 助 的 政 策 精
神 ， 导致医护人员理解不到
位。 如今，当地已责成医院整
改 ， 有望让医护人员准确理
解并接受国家政策善意。

笔者以为 ， 问题主要在
于抗疫补助的发放方式欠合
理。 目前，这种补助由医护人
员自己申报 ， 然后经有关方
面审批才能发放。 从“法定收
入 ”角度来论 ，这种补助应由
医院主动按照政策规定精确
统计补助对象 ， 上报有关部
门批准后发放 。 类似于工资
发放。 如果这样操作，不会出
现放弃申领补助。

也就是说发放国家政策
规定的抗疫补助 ， 是地方有
关 部 门 以 及 医 院 的 职 责 所
在 ， 医院应该主动按规定标
准发放 ， 而不是等待医护人
员申报后被动发放 。 否则既
不利于充分释放国家政策暖
意 ，也会占用医护人员时间 ，
还给了医护人员放弃抗疫补
助的机会 。 这恐怕需要政策
层面完善补助发放程序。

另外 ， 看了昭通市的回
应 ，笔者还有一点不明 ，即拟
上报补助的人员共 126 人 ，
公开宣布放弃申领抗疫补助
的医务人员是 150 名 ， 其中
的 24 人根本就没有准备上
报补助 ， 何来放弃申领抗疫
补助 ？ 这同样需要给出合理
解释 ，以消除公众疑虑 ，使抗
疫补助发放更透明更规范 ，
别再滋生舆论风波。

截至 3 月 16 日， 中国以外地区
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都
已超过中国。 严防境外疫情输入，已
成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

据国家卫健委通报 ，3 月 15 日
0—24 时，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
病例 16 例，其中，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12 例（北京 4 例，广东 4 例，上海 2
例，云南 1 例，甘肃 1 例）。 截至 3 月
15 日 24 时，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
病例 123 例。

3 月 16 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依法
防控境外疫情输入有关情况，海关总
署、交通运输部、移民局、民航局有关
部门负责人回答媒体提问。

发布会上，国家移民管理局边防
检查管理司司长刘海涛介绍，3 月 11
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为全球大

流行以来，全国陆地口岸海港空港入
境人员日均 12 万人次，其中，外国人
占比一成。 共向海关、卫生部门推送
入境人员信息 110 万条，共发现在境
外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有旅行史的
入境人员 6.7 万余人次。

疫情全球化大流行的局面令人
忧心忡忡。 随着疫情的快速蔓延，多
国疾控专家均对疫情的结束时间表
示不乐观。国内疫情防控向好的态势
得来不易，在承担大国责任，向世界
分享“中国经验”贡献“中国力量”的
同时，严防输入型病例，毫无疑问将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不断增多 ，
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入境人员人数
众多———日均 12 万人次的庞大流
量 ， 无疑是对疫情防控的严峻考
验 。 在此次发布会上 ，中国民用航
空局飞行标准司司长朱涛介绍 ，综

合航班始发地的疫情 ，客座率航班
运行特点等因素 ，民航局对航班疫
情风险进行综合评分 ，划分为高中
低三个等级 ，根据不同等级采取不
同的防控措施。

从民航局对航班实行分级管理，
到北京海关对入境人员进行集中隔
离，制度层面的防控管理正在加强。
在此基础上，完善入境申报制度，避
免刻意隐瞒病情和行程， 已成为当
务之急。 最近一段时间，各地频现故
意隐瞒入境信息者。 究其原因，一方
面是因为夹杂在庞大的入境人流
中，使他们觉得有机可乘；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 他们对于瞒报的后果缺
乏“痛感”。

同样是在此次新闻发布会上 ，
海关总署表示 ， 已会同最高法院 、
最高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联合
发文 ，明确 6 类行为将以 “妨害国

境卫生检疫罪 ”定罪处罚 。 其中包
括 ，拒绝执行健康申报 、体温监测 、
医学巡查 、流行病学调查等卫生检
疫措施 ；采取不如实填报健康申明
卡等方式隐瞒疫情 ，以及出入境交
通工具负责人拒绝接受海关卫生
检疫或者故意隐瞒疫情等。

近日，唐山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一则通告引
发网友一致叫好———对境外入（返）
唐人员刻意隐瞒接触史、 旅居史，故
意谎报病情或拒不执行疫情防控措
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
播危险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同
时，本人一旦感染新冠肺炎，所有相
关治疗费用由本人承担。

实际上， 唐山市的这种规定不
仅契合民意 ，同时也更能体现公共
管理中的公共精神。 国家之所以决
定对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病例免

费治疗 ，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公共
利益 、 维护公共健康 。 也就是说 ，
“免费治疗”只是手段 ，“公共利益 ”
才是目的。 故意瞒报者首先践踏了
公共利益 ， 自然也就不配再享受
“免费治疗 ”。 不仅于此 ，如果有证
据证明他们感染了他人 ，受害人还
有权据此提起民事赔偿请求———
《传染病防治法 》明确规定 ，单位和
个人违反该法规定 ，导致传染病传
播 、流行 ，给他人人身 、财产造成损
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战疫尚未结束， 危机仍然存在，
不瞒报不谎报， 不仅是一种基本的
道德底线， 更是不容逾越的法律红
线。 只有从制度管理层面让人“不能
瞒报 ”， 从加大责任追究层面让人
“不敢瞒报”， 才能扎紧公共安全的
篱笆， 维护得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持
续向好局面。

己亥末，庚子春，新型冠状病毒的到
来让寒流一度笼罩全国各地。

在过去的 50 多天里， 新型冠状病毒
来势汹汹，新增、确诊、疑似、死亡……一
个个冰冷的数字频繁滚动， 让人惶恐不
安，疫情笼罩下的人间，也被阴影包围。 在
这个非常时期，有人选择逃避，也有人选
择承担。

84 岁高龄的钟南山教授星夜兼程，奔
波在疫情最前线；8 万名武汉医护人员冲锋
在前，留下“最美逆行者”的身影；上万名医
务工作者化身“白衣战士”，奋战在没有硝
烟的战场……敢于做抗疫前线最美逆行者
的人们，让人心疼，也让人感动。 他们牺牲
假期生活，置病人的安危于己身前，和病人
一起忍受着对亲人的思念， 在最前线为工
作而献身。 和时间赛跑的张定宇医生说：
“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我必须
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病人。 ”这
是每一个抗疫前线的医务工作者对自己的

要求。 在这个特殊时期，是他们给我们以希
望，也是他们给我们以力量。

顶着巨大压力，身在海外的学子们仍
心系祖国，想尽办法购买防护物资，自掏
腰包支付高额运费，为祖国送来应急的必
需品；为保证医疗防护设备的供应，有工
人在过年期间上岗加班加点赶制口罩，甚
至有人在 16 天的时间里一人扛起整条生
产线，最终完成订单，在最短时间内发往
湖北；十天建成的火神山医院背后，劳动
工人们在一线奋斗，付出汗水和辛劳，“抱
着必死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在家隔离，
普通百姓也纷纷捐款捐物，驰援湖北……

疫情固然可怕， 但是经过全国上下万
众一心的奋战，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
在医务人员的全力救助下， 疫情终于逐渐
被控制住了，春暖花开的一天就要到来。

只待寒风过，与你赴山河。 纵使寒风
凛冽，河山终究壮美。

（作者单位：南方医科大学）

近日，上海市民政局发布
公告，在倡导市民群众今年清
明期间 （3 月 28 日至 4 月 12
日 ）不要前往公墓、骨灰堂进
行现场祭扫的同时，上海全市
经营性公墓 （骨灰堂 ）将推出
集体祭扫、网络祭扫、代客祭
扫三项便民服务措施。 （3 月
16 日上海热线）

清明节上坟扫墓祭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风俗， 古已有
之， 2008 年， 国家把清明节
正式定为法定节假日，放假一
天。 由此可见，清明节不仅是
人们祭奠祖先、缅怀先辈的节
日，也是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
文化的节点。

“几多情，无处说，落花飞
絮清明节”。 凶险的新冠病毒
疫情夺去了 3000 多国人的生
命， 让 2020 年的清明节更添
愁思。 人们希望，亲往墓前祭
祀祖先和去世的亲人，清除杂

草，培添新土，表达祭祀者的
孝道和对死者的思念之情。

然而， 目前正值疫情防控
的关键期， 虽然形势向好，但
防控任务依然艰巨复杂，不扎
堆、不聚集已然成为一种防疫
共识。 而传统的祭扫模式，会
造成人员聚集，让疫情防控工
作压力剧增，燃烧纸钱、放鞭
炮等传统祭奠形式也容易造
成环境污染、 存在火灾隐患，
上海倡导“集体祭扫”“网络祭
扫”， 代客祭扫三项便民服务
措施，正当其时。

实际上， 近年来我国各地
都在着力推行提倡自然、科学
的生态绿色安葬，上海的“集
体祭扫”“网络祭扫”等祭奠形
式虽然是疫情期间推出的便
民服务， 或将在今后予以固
化、延续。 因为此举符合绿色
文明的现代殡葬发展理念、改
革方向，有助于推进殡葬移风

易俗，树立殡葬文明新风尚。
我们看到， 针对部分市民

有落葬需求、个别市民因特殊
原因需要现场祭扫的，上海市
还实行了“预约落葬”和个别
“预约祭扫”，不搞“一刀切”，
在确保防疫安全及民众健康
安全的基础上，慎重对待市民
的个性化祭奠要求，充满人性
化关怀， 让 2020 年的清明节
又增加了抚今忆昔 、 珍惜生
命、感悟人生的厚重意义。

清明节作为中国重要的传
统节日之一， 本就当传承传
统，又与时俱进。 防疫时期的
清明节“网络祭扫”等新方式，
既寄托了缅怀先人的情思，也
符合绿色环保、防控疫情的要
求 ， 契合民俗民意和时代潮
流，故受到民众的认可。 毕竟，
无论何种方式， 心存思念，真
诚祭奠，感恩抒怀，才是清明
节最重要的节日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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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疆

“众志成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理 论 评 论 征 文

只待寒风过，与你赴山河 □郭旭 蒋伟

疫情下的“网络祭扫”契合“清明”本义

□冯海宁

□斯涵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