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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力争主动，城乡发力全民动员。日
前，我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形势，迅速反
应，连续发布《致安庆籍在省外务工人员的一封
信》《致全体安庆人民的一封信》，并随着一系列
防控措施的贯彻落实，全市城乡干部群众在总结
去年有效防控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以更加主动的
姿态和超前思维，一举将疫情防控的时间与空间
窗口前移，特别是通过建议在省外务工人员留在
务工地过年的“硬核”措施，牢牢把住疫情“进出
口”，争取了主动。此举首先显示了我市面对疫
情防控新形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审时度势，
动作快，力度大。同时，也表现出我市广大人民
群众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应有的精神素质。相信
全市上下齐心协力，我们一定能再接再厉，再次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笔者注意到，面对疫情防控出现的新情况，
我市立足于全面防控，着力于全民动员，从科学
技术手段、防疫资源管理到全社会的积极配合，
无不体现着我市城乡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

群众的执行力。如建议要求做到，非必要不出
省、非必需不聚集，并提倡在省外务工人员留在
务工地过年。这些举措的提出最大的依据是很
好地总结了去年疫情防控的有效做法，从而使得
当下疫情防控工作不仅有了必要的力度，同时更
显示出我们在疫情防控中应有的温度。为此，广
大人民群众正以众志成城的决心，围绕“坚持非
必要不返乡；坚持非必要不出省；坚持非必需不
聚集；坚持非必要不举办；坚持非必要不出入；坚
持非必须不网购境外物品；坚持健康生活方式；
坚持做好自身健康监测”“八个坚持”具体要求全
面实施防控措施。这是安庆力量的再一次迸发。

措施得力，铁律生威，坚决防范在疫情防控
中不应有的麻痹松懈和厌战情绪，这是打好当下
疫情防控总体战的作风纪律要求。据《安庆日
报》报道，桐城市出台19条疫情防控措施，对重点
人群、重点场所做到“人物同防”，特别是“进出
口”管起来、疫苗接种“动起来”、公共场所“严起
来”、应急准备“强起来”、小喇叭“响起来”的全方
位“动起来”的防控状态，让全社会方方面面重视
起来、动员起来、参与进来，进而相互协作，共同
担当起疫情防控重任。换言之，疫情防控必须要

有全社会联动，为此，全社会“动起来”成为了桐
城市的当务之急，十分给力。笔者认为，“动起
来”也正是我市从常态化疫情防控进入重点防控
窗口所应有的“动感镜头”。

再者，作为当下疫情防控热点与亮点，我市
在去年以来疫情防控实战的基础上，物技能力也
已成为当下我市疫情防控的重要支持。据日前

《安庆日报》报道，在当前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有力
推进的同时，“我市进一步推进核酸检测能力建
设，日均核酸检测能力达4.6万余人份”。由此可
见，日益完备的技术手段为应对疫情突发情况奠
定了基础。广大人民群众也正是从这些得力的
防控举措中增加了积极参与疫情防控、战胜疫情
的信心。从一定意义上讲，常态化疫情防控，更
多地还有赖于城乡居民在日常中恪守最基本的
防护措施，注重将在疫情防控中确定下来的文明
好习惯传播开来、坚持下去、加以完善。我们知
道，全民防控，从自身做起才是基本的关键之
举。唯如此，有各级党委政府的精心组织、有防
疫新技术的不断引进和运用，特别是广大人民群
众的义不容辞的参与担当，我们就一定能够夺取
疫情防控新胜利。

打好重点窗口期疫情防控主动战
□ 裴家恩

当下，我市面对疫情防控新
形势新任务，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审时度势，动作快，力度大，全
民动员、措施得力、技物跟进，我
们一定能再次赢得疫情防控新
胜利。

■桐城引导塑料包装产业“绿色
转身”

桐城作为全国闻名的“塑料之乡”，绿色
包装产业是其两大首位产业之一。近年来，
桐城市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政策引
导、资金扶持等方式，多举措促进塑料包装
产业不断转型升级，积极引导企业加大科研
投入，开展产学研合作，逐步实现“绿色转
身”。2020年该市绿色包装产业产值累计达
228 亿元。截至目前，桐城塑料包装企业拥
有中国驰名商标3件、安徽省著名商标9件、
安徽省名牌产品 3 个，210 家企业通过质量
体系认证。 （1月11日《安庆日报》）

微评：随着“史上最严禁塑令”正式生
效，一次性塑料制品退出生活将成为必然。
在这个时间节点，作为全国闻名的“塑料之
乡”，桐城获得了广泛关注。面对关注，包括
政府、企业等多方都在试图给出令人满意的
答案。

显然，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寒冬，意味着
其他更为环保的一次性用品的暖春。更何
况桐城人已然在绿色包装产业上深耕多
年。正因如此，当他们面对“史上最严”时，
才能够华丽地实现“绿色转身”。

■派发“红包雨”留外省员工在浙
过年

1月7日，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下发通知，鼓励浙
江企业采取发放“留岗红包”、改善就餐条
件、安排文化旅游活动等措施，吸引外地员
工尽量留在当地过年，有条件的地区可给予
适当补助。连日来，浙江多地下起留员工在
浙过年“红包雨”。（1月11日《北京青年报》）

微评：过节补贴、培训补贴、节后带薪探
亲假、新居民积分奖励……当家乡“非必要
不返乡”的倡议遇到外乡“留在当地过年”的
挽留，“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定势，会不会
也不那么确定无疑了呢？

日暮乡关何处是？中华何处不乡关！
总归都是在祖国怀抱，真要回不去，节后错
峰返乡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何况这“红包
雨”都下起来了，不捡也怪可惜的。

■“大头娃娃”事件暴露“消”字号
护肤品安全隐患

日前，一位微博博主曝光了一起疑似婴
儿护肤品引发“大头娃娃”的事件，引发网友
热议。为了不使用激素药品，不少新手爸妈
喜欢购买号称无激素的护肤“神药”。然而，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所谓的“神
药”其实违规添加了激素，却披着“消”字号
的外衣，在市场上大行其道；这些“神药”未
经药品监管部门审批，未经临床验证，安全
隐患很大。 （1月10日 新华视点）

微评：读到这篇报道，起码会有一个收
获，那就是知道了“消”字号到底是个啥？原
来，这玩意就是个消毒产品，根本不能宣传
具有医疗效果。

可是，许多消费者没有读过这篇报道，大
部分人并不太了解药品、化妆品、消毒品的区
别，为孩子购买护肤品时不会太过关注是什
么字号，以及字号所对应的产品性质。所以，
对“消”字号进行进一步规范，阻止不法商家
借“消”字号误导、坑害，已然刻不容缓。

何飞 点评

前程无忧发布《2020年
终奖调查报告》显示，6.3%
的受访者年终奖已经到位，

不确定能不能领到的受访者有58.6%。金额上，近
六成受访者年终奖金额占全年收入的5-10%。有
13.3%的受访者会因不满意年终奖而选择跳槽。（1
月7日中新经纬）

“不确定能不能领到的受访者有 58.6%”，换言
之，年关将近，能否拿到年终奖，近六成“打工人”心
里还不踏实。企业员工年终奖发多发少，一般是由
企业利润决定的，正所谓“锅里有了碗里才会有”。
今年因为疫情，企业生产和效益不同程度受到影
响，这是实情。确实，经营一家企业，需要天时地利
人和，有时候，企业效益差，未必是经营不善。这种
情况下，对老板当然也是理解的。但于“打工人”，
仍希望多少发点。

毕竟，业绩再差，也未必差到一个子儿年终奖
也发不出了吧。因为企业之间效益的差距，年终奖
的悬殊是可以理解的，员工也并非期望自己的企业
都是所谓“土豪工厂”，但无论如何，很少有企业会
穷到取消年终奖的地步。

现在一种说法是，不攀比炫耀，年终奖降温实
则为行业“回归理性”。但降温可以，多少总要发
点，否则对企业其实也是不利的。年终奖到底有多
重要？“有13.3%的受访者会因不满意年终奖而选择
跳槽。”就是其一。毕竟，很多人都指望着年终奖改
善生活，或者用作其他的打算。

抖音上曾经有一个很火的视频：一个女白
领，刚开始还在笑着说自己的男朋友被闺蜜抢走
了，但一说到没钱过年，竟然瞬间蹲在地上哭得
稀里哗啦。这显然要比数据形象得多。虽然这是
一个段子，但也足以表明年终奖的发放对白领来
说非常重要，也因此，更不说比白领收入低的其
他“打工人”了。

显然，这种现象应该引起企业重视。即便企业
确实有难处，但如果并非山穷水尽，多多少少总是
挤得出一点的，而利弊也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说“有
13.3%的受访者会因不满意年终奖而选择跳槽。”是
一个警讯，犒劳员工，也终归是有回报的。因此，期
待每个企业，都能让“打工人”有年终奖可拿。

期待“打工人”
都有年终奖可拿

□ 钱夙伟

年关将至，各大饭店、酒楼的年夜饭预
订逐渐火热起来。然而，一边是过年团聚
的喜悦，一边是减少聚集的疫情防控要求，
年夜饭的订餐情况随之呈现新的变化。记
者近日走访发现，部分地区餐饮企业的年
夜饭订餐量较以往有明显下降。在此背景
下，一些企业尝试提供送餐到家服务，小份
菜、位菜等也已经融入年夜饭市场。另外，
专车配送、半成品加工等新的供餐形式逐
渐出现。（1月11日《工人日报》）

近年来，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预
订年夜饭已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春节来临
之前，甚至提早一两个月，一些饭店、酒楼
就被预订一空。的确，这样的年夜饭不但
方便快捷，还解决了亲自下厨之苦。不过，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年夜饭预订出现了不
少新变化。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一改往年预订年
夜饭套餐的习惯，更倾向弹性预订，并对餐
饮企业开设年夜饭退订通道的诉求极为强

烈，整体预订量明显减少。值得一提的是，
近期国内多地出现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聚
集性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不少消费者
不得不取消了年夜饭预订。正如有消费者
表示，“考虑到聚餐风险，还有一些亲戚朋
友可能回不来，我们决定还是小家庭内部
自己做，更温馨、更安全。”这无疑是随“疫”
而变的明智选择。

从餐饮业的应对来看，也积极进行了业
务调整。比如，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对于今
年的年夜饭无法到店用餐，启动了备用方
案，既可以选择退订，也可以选择专车配
送；还有一些餐饮企业尝试或扩大了半成
品年夜饭，尝试推出了更多不同种类的半
成品产品，小份菜、位菜等也已经融入了年
夜饭市场。同时，一些企业在保障用餐安
全上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包括取消国外
进口食材的使用，对厨师、服务员进行全员
核酸检测，对年夜饭实施分时分区预订，减
少人员聚集，做好用餐人员登记、公筷公

勺、分餐、无接触点餐与结账等。
这样的随“疫”而变，能够避免人群扎堆，

符合疫情防控要求，有利于保障公众健康安
全。对消费者而言，与到饭店、酒楼享用年夜
饭相比，专车配送、半成品年夜饭，不仅可以
节约开支，而且在家吃年夜饭更有亲情的味
道、安全的保障；对商家而言，这些新的年夜
饭订制形式，不仅可以减轻疫情防控压力，还
可以降低经营成本，可谓是多赢之举。

年夜饭的形式随“疫”而变，不变的是
团圆这个主题。过年团圆的一个重要意
义，就是祈愿来年平安幸福，若无平安，又
何来幸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绷紧防疫
之弦，不麻痹松懈、不扎堆、不聚集，也是对
新年平安最真挚的守护。这不仅是为全家
人的安全着想，也是为全社会的安全负
责。年夜饭没有一成不变的形式，只要不
脱离团圆、幸福、亲情、平安、健康的过年理
念，一家人其乐融融、开开心心聚在一起，
年夜饭怎么吃都有味道。

年夜饭的形式也需随“疫”而变
□ 付彪

2021 年伊始，各支付平台的“年度账
单”相继出炉，提醒我们又度过了“买买
买”的一年。不少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
的发生似乎并没有打击自己的消费欲，反
而涌现了网络直播购物等新消费形式，点
燃了盲盒、国潮、奢侈品等领域的消费热
情。看看自己这一年的账单，你的钱花在
哪了？
（据2021年01月07日 新华社 报道）

“年度账单”
漫画/王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