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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讲坛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战“疫”未到松劲时
□ 广言

好消息接连传来：从3月
25日零时起，武汉市以外地区
解除离鄂通道管控；4月8日零
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
道管控。湖北和武汉是全国战
“疫”的主战场，主导着战“疫”
的方向。恢复离鄂通道的消
息，带有某种指向性的意义，这
意味着，中国抗击疫情已走出
最困难的阶段，开始随春转暖。

事实上，就在3月23日中
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上已做出“当前以武
汉市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
传播已基本阻断”的判断，给出
了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的明确

信号。这一判断给国内社会吃
下了“定心丸”，坚定了我们最
终战胜疫情的决心和信心。

可是，会议同时指出，零星
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
险仍然存在，疫情在全球出现
大流行，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要
保持清醒头脑，决不可掉以轻
心。要实行“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总体防控策略，维护好来
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中国疫情防控成果的确来
之不易，举国动员，上下同心，
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巨大
的代价，才换来目前疫情防控
形势持续向好。我们切不可放
松警惕，决不允许防控成果毁
于一旦。新冠病毒传播速度之

快、覆盖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前
所未有。目前全球确诊病例已
超37万，而且短时间内仍看不
出明显减缓的趋势。稍有松
懈，后果不堪设想。

维护好来之不易的防控成
果，我们要持续巩固抗疫成果，
防止国内疫情反弹。目前，虽然
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
但全国仍有零星病例出现。23
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报告4例
本土新增病例。可见，在防控上
容不得有丝毫侥幸和懈怠，必须
把“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
治疗”的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必
须严格按照疫情防控风险等级
要求，突出重点，继续筑牢防

线。一旦发现疫情，必须实行精
准管控，聚焦病例发生和可能传
播的场所，做足防控措施。

维护好来之不易的防控成
果，我们要全力支持全球抗疫行
动，降低输入性风险。人类是命
运共同体，世界各国相互依存、
休戚与共。没有哪个国家能够
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
唯有团结协作才能战胜这一前
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安全挑战。
中国派医疗专家组前往意大利、
伊朗等国指导疫情防控，协助提
升防控效果，向多国赠送医疗防
疫物资，加强国际科研合作，展
现出与国际社会守望相助、合力
战“疫”的诚意；而全球疫情的好
转与减缓，也会降低中国输入性

病例增多的风险。目前，境外疫
情快速蔓延带来的输入性风险
持续增加，已成为中国疫情防控
的重中之重。对于北京、上海、
广州等国际交往频繁的城市，风
险更大。我们既要织密疫情防
控海陆空一体化的大网，牢牢把
好外防输入这一关，也要用行动
支持国际合作和全球抗疫，从源
头上减少输入性风险。

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已渐渐
走出疫情影响，开始有序复工
复产，社会生活也逐步恢复正
常。我们要一鼓作气，坚持不
懈，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的防控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迎来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

“公筷”应成为“用餐新风尚”
□ 贾立君

新冠肺炎疫情下，餐饮卫
生再次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近日，北京、上海、江苏、四川、
广西等地，以倡议书、海报、歌
曲短视频等形式呼吁人们使
用“公筷”就餐。

日前，也有机构推出“分
餐制VS合餐制”问卷调查，
吸引了很多人参与。尽管调
查尚在进行、结果有待分析，
但已折射人们对餐饮卫生的
关切。

不少人认为，“非典”之
后，一些地方餐饮行业曾兴起
的“分餐”“公筷”昙花一现，主
因是人们不习惯，或觉得其乐
融融的聚餐场面“公筷”横亘
其中显得有些“生分”，不如
“私筷”方便、“不见外”。

其实，传统习惯和观念我
们可以试着去改变，特别是使
用“公筷”夹菜简单易行，应当
能够尽快普遍实施。各地之
所以倡导使用“公筷”，也是见
微知著、防患未然，在向社会
“吹哨”。因为，这次疫情再
次敲响了卫生安全的警钟
——像新冠肺炎一样凶险的
“人传人”病毒，呼吸道传播
是其“大通道”；不少家族确
诊病例，除近距离飞沫传播
外，恐怕“私筷”共夹一盘菜
也是主要“祸根”。

现代科技表明，筷子细小
凹槽里藏有许多细菌，会引发
痢疾、肠胃炎等疾病，用餐前
需彻底消毒；而“私筷”可能会
将病毒交换给他人，家庭式常
见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碗筷
就有极大的“嫌疑”；若与甲
肝、戊肝、手足口病、伤寒、肝
癌患者混用餐具，病毒也可能
通过唾液传染健康人。

而在生活中，“私筷乱夹
菜”现象司空见惯：如今，多数
饭店客人无特别要求时一般
不放“公筷”，有的饭店给聚餐
客桌配备的“公筷”也经常被
“闲置”。还有一些人对自己
爱吃的菜“挑肥拣瘦”翻个不
停，甚至有人习惯性把所有菜
夹起来放下去地反复“猫
戏”。假如有此嗜好的人患有
某种传染性疾病，筷头便会在
大快朵颐之时，让同桌就餐的
所有人成为“密切接触者”。

有人认为，我国饮食文化
深厚，一些传统习惯根深蒂固
难以改变。对此，大家也应注
意到：文化在不断发展，文明
一直在进步。

“民以食为天”。餐饮文
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们今天使用的筷子至少
已有三千年的历史，且是餐桌
上的“顶梁柱”。先秦时称
“梜”、汉代名“箸”、明代改叫
“筷”的这一中国餐具，蕴含着
太多的文化与讲究，其材质从
树枝、竹棍，逐渐到金、银、玉、
象牙等，承载着人们共同分享
食物、相互夹送菜肴的和谐礼
仪与亲情。

从筷子的历史可以看出，
它是“卫生”的产物，是餐饮文
明进步的标志。实际上，“公
筷”的传统也很悠久，王羲之
《兰亭集序》描绘的魏晋时期
竹林七贤“流觞曲水”，就是各
用杯箸；五代十国南唐画家顾
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也是
“分餐制”。那么，我们今天为
什么要“死守”一种规矩呢？

也许有人会说，那是“有
身份人”的“排场”；不错，准确
一点说，是生活水平提高到一
定程度时人们的“讲究”，千年
前文人雅士聚餐场景，充分说

明了这一点。而社会上普遍
的“合餐”，是条件不允许情况
下的“大众传统”。如今，全国
就要实现小康社会了，难道就
缺“一双筷子”吗？其实，多用
一双消毒筷不会产生过多的
成本，尤其是与病毒造成的危
害、损失相比，微不足道。

至于聚餐时相互“不见
外”，那只是人们的“面子”心
理，谁不想“卫生一点”？细想
一下，“公筷”的作用也并不是
防止把盘子里的病毒“夹到”
个人碗里，而是防止个人分泌
物中的病毒进入公盘；这就需
全桌人都使用才能管用，一旦
一人弃之不用就失去了“公
筷”本身的意义。也并非只有
亲近的行为才能体现人与人
之间的“距离”，“使用公筷”恰
恰是对在座所有人的尊重。
因此，不要“不好意思”，不要
感觉有点“见外”，“使用公筷”
是餐桌文明的一大体现。

然而，经常有人在配备
“公筷”的情况下，用嘴呡一下
自己筷子，开个玩笑说声“我
没病，不要嫌弃”，便把私筷伸
进公盘里。这一伸不要紧，打
破了规则不说，极有可能使众
人守护了半天的公德泡了汤。

“使用公筷”，是个严肃的
问题。疫情过后，亲朋好友、
单位同事、接待客人、红白宴
席等聚餐场面定会接踵而
来。有关部门可要求餐饮行
业为聚餐桌上配备“公筷”，人
们夹菜时，每个人都要主动使
用“公筷”，防止“病从口入”，
也防“病由筷传”。只要大家
共同努力，便会培养出更加文
明的“新积习”。当每个人都
能自觉成为餐桌文明的践行
者，“公筷”也就会成为一种新
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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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四：“危”中寻
“机”食品工业或将迎来
四大机遇

机遇1食品工业对国家
应急保障的重要性凸显

疫情期间，食品行业特别
是方便食品、特殊食品等行业
在保障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正如罗云波教授所言，
疫情期间，大多数人被要求在
家中隔离，方便面和冷冻食品
成为市民的首选。据商务大
数据服务机构 ECdataway统
计，2020年1月24日—2月20
日，天猫平台上，方便面总销
量同比增加57%，水饺馄饨类
总销量同比增加78%，自热火
锅总销量同比增加144%，肉制
品总销量同比增加264%，汤圆
总销量同比增加60%。与此同
时，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对于特
医食品的使用也在不断加强，
特医食品成为病人的重要营
养支持。

机遇2装备智能化与信息
化将成为食品产业应对风险挑
战的关键

疫情促使食品行业面临诸
多挑战，其中劳动力短缺的挑
战成为众多食品生产企业复工
复产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相比
而言，那些装备智能化、信息化
程度高的生产企业面对突如其
来的疫情，“抗击打能力”更
强。此外，疫情还促使那些以
互联网、电商平台为主要销售
渠道的企业产品迅速占领市
场。由此可见，这轮行业重组
后，幸存下来的食品企业将对
市场需求和行业新技术更加敏
感，拥有人工智能技术和互联
网支持的企业将在竞争中极具
优势。

机遇3“提高免疫力”为特
殊食品行业创造新的增长点

在没有新冠病毒的特效药

或疫苗研制成功之前，自身免
疫力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手
段。食品作为满足消费者营养
健康需求的重要载体，而特殊
食品在维持消费者正常的免疫
功能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正如
罗云波教授所言：“‘提高免疫
力’产品将成为特殊食品行业
新的增长点，也将带来稳定和
长期的消费群体。然而提高免
疫力并非一蹴而就，更不能临
时抱佛脚。”

机遇4关注老年人健康
成为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方面

此次疫情期间，65岁以上
老年人群的免疫问题是最突
出的问题。丁钢强所长指出，
根据调查，居家期间部分老年
人没有注意或采取措施来改
变或控制饮食相关的危险因
素，例如，口味没有变淡，并且
油和盐的消耗没有减少。这
些有关老年人饮食风险的问
题并没有被及时意识到，更不
用说及时有效地得到控制，这
将给老年人的健康带来潜在
的风险。此外，老年人群体的
不断增长，也是当前中国乃至
世界的发展趋势。

IUFoST科学委员会主席、
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Fere-
idoonShahidi教授在会议总结
中指出，COVID-19的暴发已经
成为全球性的挑战，并且已经覆
盖了很多国家和地区。挑战与
机遇并存。这次疫情带给食品
行业诸多挑战，人们对于行业未
来发展的深度思考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深刻。比如，食品安全与
卫生的至关重要，食品产业的装
备智能化与信息化手段至关重
要，提高免疫功能的特殊食品未
来前景看好。值得一提的是，疫
情期间，人们长时间的居家办
公，也可能会导致一些疾病的风
险。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如
何从中吸取教训，这是人们共同
面临的挑战。

（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