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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严惩发“疫情财”不法行为
新华时评

□麦地

各行各业复工复产稳步推进，
疫情防控也不能放松。近日，我市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专项行动，
加强防控物资生产领域价格监管，
严厉打击价格违法行为，保障口罩
等防疫物资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
稳。香洲区市场监管局已检查口
罩生产企业 11 家。（本报4月6日
02版）

当前，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但“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工作仍不能松懈。
为了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
体战、阻击战，举国上下团结一心，
众志成城，共同参与这场看不见硝
烟的战役，尤其是不少爱心人士和

企业出钱出力，体现了中华儿女同舟
共济、守望相助的爱心和情怀。可与
之相反，社会上也有个别厂家、商家
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哄抬口罩等防疫
物资价格，不仅让群众心里“添堵”，
也给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添乱”。

特殊时期，保持防疫物资供应和
物价稳定，就是在保民生、稳人心。
众所周知，疫情发生以来，在公共场
所佩戴口罩，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已
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为。口罩
作为人们防护病毒的第一道屏障，一
度成为紧俏商品，市场上甚至出现过

“一罩难求”的尴尬局面。近期，随着
口罩生产不断扩大，与口罩生产相关
的口罩机、熔喷无纺布等生产设备、
原材料需求巨大，为此竟有一些不法
厂家、商家不惜铤而走险，趁机以高

价出售来牟取暴利，可谓昧着良心
做生意，严重挑战社会道德和法律
的双重底线。

哄抬物价必被查处，以身试法
也只能是咎由自取。面对疫情，不
管是从道义，还是从法律上来说，哄
抬物价都是让人唾弃的行为，也注
定没有好下场。根据我国《价格违
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哄抬价格，
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高上涨，情节
较重的处5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
的罚款。据媒体报道，疫情期间，各
地曾有多家药店因为顶风作案，哄
抬口罩等防疫物资价格行为，而被
市场监督部门顶格罚款 300 万元，
这也为其他商家敲响了警钟。对
此，精明的商家要算好“经济账”，不
要因为“贪小便宜”，而“吃了大亏”，

甚至惹上“牢狱之灾”。
打击哄抬物价行为决不手软，

对发“疫情财”者必须予以严惩。
有关部门应继续加大巡查力度，
对在疫情期间哄抬物价、囤积居
奇、散布虚假涨价消息等不法行为
重拳出击，依法从严从重从快给予
处罚，形成有效威慑力，让无良商
家不敢胡作非为。同时，也要加
强防疫物资产业链统筹协调，畅通
上下游供应链，组织相关厂家开足
马力生产，确保生产不停顿、供应
不掉链、市场不断供。惟有如此，
才能满足市场对防疫物资及其生
产设备、原材料的需求，维持正常
的防疫物资生产经营秩序和市场
供应，为疫情防控提供强有力的物
资保障。

□梅广

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珠海市
民政局4月3日联合发布《居家文明
祭祀防火小提示》安全倡议书，提醒
珠海市民增强居家防范意识，严控
清明期间火灾事故。（本报4月4日
04版）

今年的清明节与以往不同，由于
疫情防控的需要，很多人都选择以焚
香、点烛等方式进行居家祭扫，由于当
前尚处于疫情防控时期，大量家庭都
不同程度储藏有消毒液、酒精等防护
用品，这就大大增加了家庭消防安全
的不确定性。再加上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各种家用电器、燃气器具的使用
日益普遍，因此，也应把家庭消防安全
提高到重要位置上来。

大量事实证明，发生家庭火灾事
故，绝大多数都是由于人的思想麻痹、
消防安全意识淡薄造成的。人们的不

良生活习惯，以及不安全用电用火
用气行为，是导致家庭火灾的最大
隐患。不久前，中山市某小区一复
式住宅发生火灾，事故造成一家 6
人死亡，起火原因是入户玄关神龛
遗留火种引发大火。1月28日，同
样是因为住户使用蜡烛明火祭拜神
龛不慎，我市香洲区某小区19楼一
住宅发生火灾，所幸未造成人员伤
亡。殷鉴不远，惨痛的教训昭示我
们，必须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
思危，时刻绷紧家庭防火安全弦。

家是每个家庭成员避风的港

湾，是最能给人安全感的地方，倘若
我们缺少警惕，忽视消防安全，最安
全的家也会隐患重重、“危机四
伏”。无论是清明节期间居家祭祀，
还是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
要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提高防火意
识和防范能力，安全规范使用电器、火
器和燃气具，加强家庭消防隐患排查，
做好家庭防火措施，从不使用明火祭
祀、不乱接乱拉电线、不乱丢烟头、不
在走廊或楼梯口堆放杂物、不让孩子
玩火玩电等细节做起，杜绝居家火灾
的发生，确保家庭消防安全。

居家消防安全不可掉以轻心

这两天，数万游客挤游黄山的
新闻上了热搜。山岳之间，又见摩
肩接踵，敲响疫情防控新的警钟。

受疫情影响，包括旅游业在内
的各行各业都遭受了损失。地方积
极复工复产，出台优惠政策，拉动消
费、启动内需值得肯定；民众响应号
召，助力消费的热情亦应鼓励。但
前提是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
作，精准落实到复工复产和社会生
活各方面。

黄山之挤暴露的问题，就在不
实不细。想到了限制总量，可没想
到游客会瞬时达到高峰；想到了扫
健康码，可没想到有些老年游客不
会用……预判有，却不够细；措施
有，却不够全；应对有，却不够快。
人们热议黄山之挤的背后，不是忧
虑复工复产来得太急，而是担心疫
情防控做得不细。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战迎来曙
光，容易让人产生麻痹侥幸心理、懈

怠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
面：一是“疫情过去论”。现在走在
街头，已能偶见不戴口罩的出行者，
问其缘由，答曰“疫情不是过去了
吗？”二是“风险不大论”，认为风险
不大，松一松不会出事，从小区保安
测体温的动作上就能看出端倪。有
的小区门口，保安测量体温的动作
开始“变形”，从抗疫初期的严格抵
近测量，变成隔空“虚晃一枪”。三
是“忽视健康码现象”。在一些餐
馆，少数服务员只对客人的“支付
码”感兴趣，而对客人的“健康码”渐
渐失去兴趣。抗疫尚未结束，必须
对这些苗头和心态保持高度警惕，
不能把防疫情和促经济当成“单选
题”。

现在的向好局面来之不易，是
用惨痛的代价换来的，其中艰辛难
以言表。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疫
情防控形势趋稳，越是要有如履薄
冰的心态，越是要把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工作再做实再做细一些，让
病毒无可乘之机，让社会生活有序
恢复生机。

新华社合肥4月6日电

战“疫”，还没到松的时候

□戴先任

为加强长城文物保护工作，4
月 6 日起，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特
区办事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
的《关于对破坏八达岭长城景区文
物行为的惩戒办法》正式实施。根
据办法，八达岭特区办事处将对刻
画、故意损坏等七类破坏文物行为
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对构成刑事
犯罪者，交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置。
(4月6日新华社)

八达岭长城是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是世界文化遗产，在长
城上刻画，是损坏文物的违法行
为，如果不制止游客这种不文明行
为，就很容易形成“破窗效应”，导
致后来者纷纷效尤。

要保护好老祖宗留下来的文
化瑰宝，就要将刻画、涂污文物等
不文明旅游行为予以依法严惩。
对此，相关法律早有规定，根据《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 63 条规定，“刻
划、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坏
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的，违
反国家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附近
进行爆破、挖掘等活动，危及文物
安全的，将处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
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并处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而八达岭特区办事
处针对破坏文物和不文明旅游行
为也制定了相应的惩戒措施，通过
与公安机关合作，对游客的不文明
行为形成打击合力，体现了景区管
理者对保护文物、维护正常旅游秩
序的一种责任。

要加强对文物古迹、旅游景点
的保护力度，就需要景区、相关部门
都能够重视起来，加强宣传教育，提
升游客文明素养。在宣传教育的同
时，还要加大对不文明行为的惩治
力度，坚决筑牢保护文物古迹的“法
治长城”。

坚决筑牢文物保护的“法治长城”

随着全国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
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有序展开，各地生产、流通与消
费逐步恢复，需求的声音也变得清
晰。

需求在哪里，复工复产的资源
优先配置就到哪里。正是倾听需求
侧的声音组织生产，才能让中国的
口罩产量在一个月里突破了亿级，
才能让春耕备耕中种子、化肥、饲料
等农资供应齐备，才能让企业用工、
资金、原材料供应中的“堵点”被打
通、“断点”能补上。

随着复工复产向多个领域推
进，精确掌握需求信息尤为重要：有
些地方不顾行业间需求的差别，搞
一刀切式的复工复产，带来了一些
隐患；有的行业的风险敞口不同，受
疫情冲击的程度也不一样，市场需
求的方向出现差异。

如疫情导致钢铁、汽车等行业
库存上升，而医药、防疫消毒用品及
化工原材料等行业则需求陡增。眼

下，一些行业去库存是当务之急，另
一些行业则需要增库存。不能只盯
着复工复产的统计数字，更要看能
否满足“有效需求”。

“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吻合
是检验复工复产成色的一个重要标
准。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
下，每一小时、每一度电、每一笔资
金都是宝贵的。复工复产也需要根
据市场需求精准施策，避免粗放推
进，最大限度地减少冗员的聚集、物
资的浪费和资金的空转，努力把疫
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为以
后经济转暖进一步夯实基础。

要倾听需求侧的声音，扎实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适销对路
的产品和服务将以前被抑制、被冻
结的消费释放出来，将疫情防控催
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
起来。这样一来，疫情冲击不会影
响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需求侧
的声音却在复工复产的乐章中更加
嘹亮。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复工复产要倾听需求侧的声音

□罗志华

随着疫情发展，一个话题逐
渐热了起来，或者说，重新热了起
来——在家吃饭，分餐还是合餐？
近日，新华社记者对此进行调查。
发现当前不少家庭已经开始实现分
餐制，但“分”的势头在上升，“合”的
声音也不弱。（4月5日新华社）

与其它场合的分餐制相比，家庭
分餐制实施起来可能最难。因为家庭
里的人情味最浓，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吃饭，是家庭和睦的表现，传统观念较
浓的人，会认为分餐显得疏远、冷淡，
尤其当家里来了客人时，主人更不愿
因分餐而让客人显得生分。但家庭分
餐也最为彻底，假如家庭分餐能够普
及，说明民众的观念已基本改变，其它
场合的分餐制就极易实现。

假如一开始就啃家庭分餐这块
“骨头”，推进分餐制就容易半途而
废。相比之下，单位分餐、公共场所分
餐则比家庭分餐要容易得多。单位和

公共场所不同，可以采取一定的硬
性措施，因此，推进分餐制，不妨依
照先单位、后公共场所、再家庭的次
序，由易到难实施。

在单位就餐的多是熟人，且单
位有内部规章制度，可以出台规定
要求职工就餐时必须分餐，否则就
按规章制度处理，这样一来，食堂经
营者和职工不敢不听，执行起来难
度不大。餐馆、饮食店等公共场所
有部门监管，假如规定公共场所必
须倡导分餐制，并为分餐制提供便
捷、创造条件，不依照规定办事就给
予处罚，就会产生较强的约束力。

这些场所分餐制实施好了，在
社会上营造一定的分餐氛围，广大
民众养成了分餐习惯后，再倡导家庭
分餐制，就容易得多。推进分餐制是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除了要注重
分阶段实施外，还应该不断地优化
条件。比如，当前的餐具设计大多
以聚餐制为基础，适合分餐的餐具
不多，应该开发出更多这类餐具。
餐馆的装修与摆设、菜谱的设计等，
也大多针对聚餐制，没有为分餐制
提供更多便捷。推行分餐制，功夫
在“桌外”，这些条件不改善，推行分
餐制也将面临较大的阻力。

推进分餐制不妨从易到难分阶段实施

□房清江

近日，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在国内出现好转趋势，为了促
进此前因疫情被抑制的消费，国内
多个城市陆续开始发放促进市民消
费的消费券，北京青年报记者初步
统计，已有数十座城市发放了各类
消费券，而每座城市给市民发放的

消费券形式、力度也各不相同。（4月
6日《北京青年报》）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已
有不少城市发放了数额不菲的消费
券，从类型来看主要集中在餐饮、住
宿、旅游等服务业，对于促进因疫情被
抑制的消费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

虽然消费券对消费有一定的拉
动作用，但也应看到，其刺激是有限
并且短暂的，平均到居民人头的金
额只有三两百元，这点优惠对于居
民的消费可谓杯水车薪。从长远来
看，消费是否旺盛，关键取决于消费
能力和消费信心。促进疫后消费，

提振经济，还得有针对性地解决
好疫情对消费能力与消费信心的
影响难题。

从当前来看，疫情对经济的冲
击是深远的，对很多居民尤其是工
薪阶层来说，最直接的是行业不景
气、收入降低或者不稳定，甚至一些
还面临着失业再就业的困难。收入
降低将直接导致消费能力下降，收
入不稳定缺乏基本心理预期支撑，
也会降低消费信心，这些都会导致
消费的收缩。因此，消费券虽然可
刺激消费，但只有“输血功能”而没
有“造血功能”。

促进消费重靠“券”更要靠“赚”。
所谓靠“券”，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
来纾解居民生活的经济负担降低成
本，比如针对房贷的贴息、还贷延
期，给予家庭教育、养老补贴、优惠
等。让居民保持有适度的消费空
间，而非仅仅只是针对商品与服务
直接消费的补贴。靠“赚”才是根
本，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复产复工、鼓
励创业，稳定和扩大就业，让居民都
有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要千方百
计降低企业成本和扩大内部需求，
放水养鱼，搞活流通，促进经济恢
复，引导经济步入良性循环。

促进消费靠“券”更靠“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