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文明用餐的重要性再次被提及，“公筷公勺”也成
为热词，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推广公筷公勺的使用。3 月 17 日，安庆市文明办发
出倡议，推行“公筷公勺”，做到“一菜一筷，一汤一勺”，倡议发出后，全市各地
积极响应，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大力推广。那么安庆公筷公勺的推行情况如
何？市民是否接受？还有哪些难点？近日，记者就此进行了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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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医保局推进“三户一体”医保防贫数
据共享。截至3月底，全市住院和门诊救助
5.9 万人次，医疗救助资金支出 2742 万元。
建立家庭档案。加强与扶贫部门数据共享，
落实一户一策、一人一策，及时将“三户一
体”重点人群纳入医疗救助保障范围，增强
医疗救助托底功能，最大程度减少因病致贫
返贫。用活医保数据。利用医保信息系统数
据，每月筛查年度内个人自付医疗费用超过
5000元的人员信息，提前发现识别因病致贫
返贫风险人口，积极做好防范预警工作。核
查参保人员。通过纵向比对谨防断保、横向
比对严防漏保、内部比对避免重复参保，全市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应保全保。优化服
务方式。通过信息比对、部门联动、协同服
务、上门鉴定等方式加快贫困慢性病患者鉴
定工作。对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支
持将处方用药量放宽至3个月。 医 保

市医保局推进
“三户一体”医保防贫数据共享

我市加快资本科技人才“三上山”助推
林业改革。“1+N”政策引导资本上山。聚焦
林业经营主体需求，出台林长制“1+N”政策
体系。三年来，争取中央和省财政资金9.6
亿元，市县财政投入11.2亿元，撬动金融及社
会资本42.5亿元。获批全国首个林长制项
目贷款15.4亿元，投放10.6亿元，抵押贷款余
额7.55亿元。“1+7”平台加速科技上山。与中
国林科院亚林所等合作，建立“1+7”科技服
务平台。市本级围绕木本油料、毛竹、花卉
苗木、林下经济和森林康养等五大产业专
项，建设“一院一站一联盟”，与20余家企业
开展产学研合作，发布科技成果20项；7县
（市）围绕特色产业建立科技服务平台。“1对
1”帮扶助推人才上山。建立林业技术需求
库、项目成果库、专家人才库，435名技术员
与企业、林农等结对帮扶，指导解决树种选
择、栽植技术等问题。现有高效林业基地
203 万亩，发展林下经济 232 万亩，带动
42.6万户群众受益，其中贫困户10万户，户
年均增收2600元以上。 林 业

我市加快资本科技人才
“三上山”助推林业改革

望江县内外兼修激发干部队伍生机活
力。注重“培”。制定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
部三年行动计划，推行“N+1”以老带新导师
帮带培养年轻干部制度，为每名年轻干部配
备N名党性强、经验足、素质高的干部帮带，
提升年轻干部能力水平。选派“练”。有计
划地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招商、棚改等工作
中历练，安排51名新录用公务员到乡镇一线
锻炼，深化县直单位“建设中层、赢在执行”专
项活动，组织中层干部交流 97 人。实处

“激”。出台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意见，评选
一批县级红旗党支部，推广一批支部建设“微
经验”，推选一批“五星党员”。 望 江

望江县内外兼修
激发干部队伍生机活力

今年以来，怀宁县实施“有力度、有温
度、有高度”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扶贫，把实
实在在的“温暖”送给广大贫困人员，有力助
推脱贫攻坚工作。怀宁县对符合条件的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
残疾人，县财政按200元/人/年标准为其代
缴养老保险费。独生子女死亡或伤残（三级
以上）后未再生育夫妻（女方年满49周岁）、
节育手术并发症人员（三级以上），县财政
按 1000 元/人/年标准为其代缴养老保险
费。截止目前，县财政共代缴20597人，金
额421.78万元；对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
府代缴人员，允许其在同一年度采取补差的
办法由低档次向较高档次缴费变动，自主选
择较高档次缴费，增加了代缴人员的账户积
累，提高其养老保障水平；积极推动“不见
面，马上办”业务审批服务，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将业务下沉到乡镇、村，群众
可以就近办理城乡居保业务。大力简化服
务流程，精简材料，减轻基层人员负担。同
时，规范经办人员管理，建立奖补机制，充分
调动经办人员工作积极性，推动服务水平、
服务质量再上新台阶。 怀扬 黄慰

怀宁县社保扶贫
“暖”字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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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率100%

5月 14日中午，位于湖心中路
一家酒店正在营业，每一位客人面
前的餐具中，都摆放着一灰一黑两
双筷子，其中灰色为公筷。

该酒店运营经理刘莉介绍，自
疫情复工之后，公筷公勺就成了每
个餐位上的标配。

“在摆台时，要求每位客人的餐
台都要摆放两双筷子，为了区别，公
筷和私筷选择了不同的颜色。除了
双筷制之外，每桌还另外再配备3
份公筷公勺。”刘莉说。

在我市，疫情之后开始提供公
筷公勺的餐饮单位不在少数。

“我们配备了2000余副公筷公
勺，能够满足顾客随时取用的需
要。”潜山市一家酒店经理储飞说。
除此之外，酒店还要求服务员在上
菜时进行温馨提示，倡导文明用餐。

记者了解到，在《安庆市餐饮业
做好疫情防控有序推动复工复业工
作指引》其中一项“用餐人员管理”
中要求，用餐人员要文明就餐，保持
间距，使用公筷公勺。餐饮经营单
位要提供每桌用餐人员双筷勺或公
筷公勺。提倡有条件的餐饮经营单
位实行分餐制。

安庆市餐饮协会会长杨善一介
绍，疫情发生之后，根据市场监督管
理局的要求，协会立即对餐饮单位
提出了提供公筷公勺的要求，并第
一时间在协会管理群中发布，得到
了餐饮单位负责人的积极响应。

“卫生是一家餐饮单位最关心
的事。公筷公勺的使用一方面是防
疫的有效措施，另一方面也关系到
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如果这一道关
卡做不好，肯定会影响声誉，所以大
家都很重视。”杨善一告诉记者，目
前协会内有全市大小餐饮单位100
余家，都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公筷公
勺或实行双筷制。

餐饮单位大力支持，市民的想
法如何？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
使用公筷公勺的支持率非常高。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 16 名市民
中，非常支持的有 12 人，支持有 4
人，觉得一般和不支持的人数为零，
支持率达到100%。

“使用公筷公勺可以防范病从
口入，同时还可以提高用餐品味、体
现文明，还便于剩菜打包，减少浪
费。尤其是和一些不熟悉的人共同
用餐时，使用公筷公勺更能保障安
全。”市民蔡华丽说。

“不仅在外面用餐用公筷公
勺，现在我们在家里都用上了。”市
民黄勇说。

使用率偏低

疫情以来，戴口罩、勤洗手、室
内勤通风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然
而，中国传统的围桌共食的合餐制
和不用公筷的就餐方式也在危及人
民的健康，给病毒传播提供了可乘
之机。因此，使用公筷公勺是保持
健康推动餐桌文明的第一道防线，
同样成为全民共识。

然而在实际用餐中，100%的支
持率却没有换来100%的使用率。

连日来，记者通过走访发现，一
些规模较大的、以包间为主的餐饮
单位能够主动提供公筷公勺，但一
些以堂食为主的社会餐饮单位，主
动提供公筷公勺的还为数不多。

“提供公筷公勺是餐饮单位复
工的要求之一，之前我们给每一桌
都配备了公筷公勺，放在一个筷筒
里，但实际使用率却不高，而且筷勺
在外摆放长了，也不卫生，久而久之
我们就撤掉了。但是如果有顾客提
出要求，我们就会提供。”吾悦广场
一家饭店店长张沥汶介绍。

另一家连锁餐饮企业安庆店经
理鲁雯告诉记者，堂食的餐桌不大，
之前摆放了公筷公勺后，几乎没有
客人使用，而且很多客人觉得占地
方。上了餐具又撤，增加了员工的
工作量，所以只有在客人提出需要
的时候再提供。“目前，主动提出需
要公筷公勺的客人很少。”

根据记者调查统计，16名随机

采访的对象中，有使用公筷公勺习
惯的市民仅有6位，占37.5%；还有
10 位市民并没有使用公筷公勺的
习惯，占62.5%。而有习惯使用公
筷公勺的市民中，面对没有主动
提供公筷公勺的餐饮单位，主动
申请公筷的比例更低，仅有12.5%。

支持，却难推广，究其原因，改
变消费习惯、消费观念是推广公筷
公勺的最大难点。

“别人都没有用，我也不好意思
用，而且既然在一桌吃饭，大家基本
都是熟人或朋友，碍于情面，使用公
筷显得太疏远。”市民徐明来说。

此外，还有一些市民表示，用餐
刚开始时，大家都在使用公筷，可用
餐时间一长，不自觉地就把公筷变
成了私筷，将两筷混为一筷。

推广“公筷公勺”在行动

“不使用公筷公勺最大的隐患
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安庆
市立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孙小明
告诉记者，幽门螺旋杆菌传播方
式是粪口传播，特别是各种聚餐，
更是为这种病菌的传播提供了便
利的条件。而胃溃疡、萎缩性胃
炎、胃癌等胃部疾病，都与幽门螺
旋杆菌关系密切。

在孙小明看来，如果使用公
筷公勺，则切断了细菌和病毒的
传染途径，有效避免了幽门螺旋
杆菌的感染，大大降低了因幽门
螺旋杆菌引发的胃部疾病的感
染机率。

为了推广公筷公勺的使用，3
月 17日，市文明办发出《安庆市文

明餐桌倡议书》，其中把“健康用餐，
推行公筷公勺”放在首要位置。倡
议广大餐饮经营单位要做“文明餐
桌”行动示范者，不具备分餐条件的
推行公筷公勺制，做到“一菜一筷，

一汤一勺”，主动提醒引导客人使
用，并劝导人们使用公筷公勺。

倡议发出后，全市各地积极
响应。

在太湖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组织开展了“文明餐桌·公筷公
勺”志愿服务行动，以“小餐桌”带动

“大文明”，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
文明健康卫生的用餐习惯；

在潜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潜
山市（天柱山）文化旅游协会向市
民、全市旅游饭店倡导在就餐中使
用“公筷公勺”；

在桐城市，该市文明办、市直机
关事务管理中心联合发布了《关于
推行“公筷公勺·健康分餐”行动的
通知》，引导群众养成健康、文明的
用餐方式；

……
此外，迎江区前进社区、大观区

四方城社区、宜秀区罗岭镇等乡镇、
社区也纷纷开展宣传活动，向居民
宣传使用公筷公勺的好处。

“公筷公勺的使用并非一蹴而
就，市民的使用习惯也不是一天
养成。这需要市民、餐饮企业、
政府部门等全社会共同努力。目
前正在加大力度进行宣传，效果
正在逐步显现。”市文明办相关
负责人表示。

公筷公勺，你使用了吗？
记者 常艳

初夏时节，望江乡村一派忙碌
景象。5月 13日上午，老徐在自家
番鸭大棚中忙碌着，看着棚里嬉闹
的番鸭，他脸上的笑容比屋外的阳
光还要明媚。

老徐名叫徐达国，现年57岁，
是望江县太慈镇沈冲村村民。他身
有多种残疾，曾经是挣扎在“泥潭
里”的贫困户。

徐达国的半边手和脚都不利
索，走路都困难，更别说干体力活。
2013年，他还做了开颅手术，欠下许
多钱，妻子又患有甲亢。一家4口
人全靠4亩多田生活，每年种水稻、
棉花，收入微薄。身体的疾病和生
活的压力，让徐达国整日愁眉不展，

“那时就像陷进了泥巴里，怎么挣扎
都爬不起来。”

2014年，徐达国家被识别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到了帮扶政策，
生活总算有了起色。隔两个月就要
去趟医院的他，终于不再需要为医
疗费发愁，“看病能报销95%呢，也
就是说100元钱我只用掏5元，肩头

的担子一下就轻了。”
但扣个贫困户的帽子，总归

不好，得想办法脱贫。徐达国得
知高士镇的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有肉鸭一体化养殖项目，他觉得
养殖业适合自己，随即有了养番
鸭的打算。

说干就干。沈冲村的扶贫干部
帮徐达国牵线搭桥，并帮他申请了
10万元的创业贷款作为发展的启动
资金。他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七八万
元，在2015年建起了800平方米的
鸭棚，2016年春季，引进5000多只
番鸭苗，当年纯收入就有6万元。

养鸭“小白”，为何第一年就能
挣这么多？徐达国笑着说，畜牧公
司会提供番鸭苗、饲料、疫苗及技术
支持，小番鸭进棚后，技术员天天都
会来，手把手指导；养上两个多月，
待番鸭长成，直接送进畜牧公司，他
们就会把钱打到卡上。番鸭一年能
养两季，所以收益高。

徐达国需要做的，很简单，每天
喂两次食，隔两天开启一次翻耙机
翻动鸭舍下面的鸭粪发酵床，经常
给鸭舍消消毒，观察下番鸭的状
态。他好学，肯钻研，只用1年就掌
握了养番鸭的技术。

走进他的番鸭大棚，几乎闻不
到异味，倒是能听到歌声。“这可不
是我要听歌，是番鸭要听歌。”徐国
达说，日夜不间断播放音乐，是为了
让番鸭适应噪音。如果在安静的环
境中成长，陡然受到异响（如鞭炮
声）刺激，番鸭就很慌张很烦躁，就
会不吃食不喝水。

说起养番鸭的门道，徐达国俨
然已经成为专家。通过这些年的摸

索，他把番鸭养得又大又好，每季养
4000 只番鸭，公番鸭一只 10 多斤
重，母番鸭6斤左右，每只番鸭的利
润能达10多元，一年养两季番鸭的
收益能抵别人养三季的。徐达国自
豪地说，“我在本地养殖番鸭的大户
中排第一呢。”

养殖番鸭，让徐达国在2017年
脱了贫，还获得了望江县“脱贫之
星”的称号。三年来，他累计获得产
业奖补 11000 元，还获得了多项荣
誉，奖金也拿了几万元。他的妻子
在家也没闲着，整合亲戚家闲置的
荒地种植五谷杂粮，每年也能卖些
钱。2018年，徐达国就还上了当初
借的10万元创业贷款。

还清了欠债，还小有积蓄，说
起现在的生活，徐达国的脸上始终
挂着笑容。他由衷地感慨：“是党
和政府的扶贫政策，将深陷困境的
我拉了上来。”

迎着歌声，老徐又走进了鸭棚，
去饲养他的番鸭，编织他的小康梦。

记者 查灿华

身残志坚贫困户 养鸭脱贫奔小康

一场疫情，让我们重新审
视我们的用餐习惯。

合餐制是目前我国主流的
饮食方式。围桌进餐不仅节省
餐具，享用更丰富的菜肴，现
场气氛热烈，但同时也让人们
与细菌和病毒之间产生了“亲
密接触”。

近日，杭州市疾控中心健
康危害因素监测所和检验中心
的 专 家 们 专 门 进 行 了 一 场 实
验，测试使用公筷和不使用公
筷用餐后的细菌对比，结果显
示，“非公筷”一组菌落总数全
部高于“公筷”一组，其中一道
菜的菌落总数竟然相差 250 倍。

数据让人震惊，而这不过
是我们平常用餐的一个缩影。

一场疫情，也让我们有了一
次改变传统饮食习惯的契机。

对 于 公 筷 公 勺 100% 的 支
持 率 却 使 用 率 偏 低 ，这 无 疑
是 一 个 让 人 尴 尬 的 现 实 。 不
管 是 出 于 从 众 心 理 ，还 是 碍
于面子，又或者习惯使然，公

筷 公 勺 在 餐 桌 上 难 以 长 久 的
出 现 ，体 现 出 知 行 合 一 的 困
难 ，也 提 醒 人 们 必 须 要 不 断
强 化 文 明 意 识 ，实 现 久 久 为
功 。 文 明 风 气 的 养 成 ，从 来
就不是一蹴而就的。

多 年 前“ 剩 菜 打 包 ”文 明
用餐倡议，同样出于“碍于情
面、觉得丢人”等相似原因，初
期 推 广 困 难 。 但 一 段 时 间 之
后，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随
着践行者成为大多数，“剩菜
打包”早已从一种新风尚成为
了一种习惯。

多年之后的今天，“公筷公
勺”成为热词，使用公筷公勺也
成为一种新风尚，而惟有将这一
新风尚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
能更好地守护住大家生命健康
的第一道防线。

一筷一勺体现文明，一点
一滴折射进步。相信随着人们
观念和习惯的改变，100%的支
持率会变成 100%的使用率。

记者 常 艳

■记者手记

让“风尚”成为“习惯”

锐新锐新闻闻

徐达国在给番鸭喂料。 记者 查灿华 摄

5月14日中午，我市城区一家酒店服务员正在摆放公筷公勺。 记者 常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