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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专家视点

稳定抗疫成果    尽快恢复元气挽回损失
▲ 原卫生部部长  高强

当前的抗疫形势，与两

个月前已大不相同，疫情蔓

延扩散的态势，已得到有效

遏制，境外输入病例也已受

到严格控制和治疗，少量本

土病例无碍全国大局。尽管

有些专家还在警告，中国有

可能出现第二次疫情高峰，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预

测短期内不可能出现。只要

看看前一阶段各地区控制疫

情蔓延波澜壮阔的画面及效

果，就会油然滋生这份自信

心，就会充分相信党中央领

导全国人民涌现的群防群控

的伟大力量。

恢复经济社会元气：
复工复产与抗疫同等重要

当前我们面临的突出

问题，不是如何防控疫情

反弹，而是社会和民众在

经历几个月的隔离封闭之

后，如何活起来，尽快恢

复经济社会的元气，尽量

挽回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

和社会损失，尽力实现全

面小康社会建设和扶贫攻

坚目标。这应当与有效控

制疫情一样，具有同样重

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

有些专家提醒说，在

全世界疫情大流行的情况

下，中国必须始终保持高度

警惕，严防疫情卷土重来。

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理，实

际上却有些耸人听闻。因

为中国已经经受过新冠疫

情的第一波严重冲击，已经

建立起有效应对疫情的思

路和机制，也已经建立起应

对疫情的队伍和方法。在疫

情基本得到控制的情况下，

我们的防疫工作重点，不应

该继续应急时期的封闭与

隔离，而是全面落实党中央

的部署和要求，及时将防控

机制从应急状态转移到常

态机制上来，充分发挥专

业机构、专业人员的作用。

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还

必须尽快恢复经济生活，尽

快恢复教育文化医疗秩序，

积极鼓励民众就业、消费。

现阶段策略：
“方针不变，措施调整”

在 14 亿人口的中国，

绝不能长时间只做防疫一

件事。如果没有比较宽松

的社会环境，不减少不必

要、低效益的限制措施，

即使复工复产复课复商，

也不会有好的效果。有些

同志认为，中国只有在消

灭病毒或者不出现输入病

例之后，才能恢复经济和

社会常态。这种认识既违

反生物发展规律，也违反

唯物辩证法。新冠病毒不

可能短时间完全消灭，有

可能在世界上长期存在，

难道国家永远处于封闭状

态，不能恢复经济和社会

秩序吗？

在欧美国家忙于防疫

之时，我们应当敢于走在

他们前面，一手抓防疫，

一手抓恢复，努力在世界

各国中率先恢复经济社会

秩序。对于各地依然存在

的防疫硬、恢复软的状态，

应当按照“方针不变，措

施调整”的原则，不仅要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调

整防控响应级别，还应当

适时适度调整应急时期的

硬性措施，适应放宽人员

流动、民众消费和经济社

会活动限制，特别要改变

那些因噎废食和宁严勿宽

的做法，避免不必要的经

济损失，也不能长时间以

民众替代专业机构和专业

人员的作用。我们控制疫

情，并不是付出的经济和

社会代价越大越好，而是

越小越好，绝不能不计经

济社会代价。

地方领导：
抓住机遇   统筹兼顾

在我国疫情形势发生

重大变化之时，我们应当

讲求防控措施的科学性、

准确性、经济性和时效性，

做到有的放矢，得大失小。

应该相信，当前中国以最

小代价取得最大防疫效果

的目标完全可以实现，原

则是“专业为主，民众为

辅”，策略是“人民战争”

转向“兵团作战”，重点

是由“内防扩散”转为“外

防输入”。对于境内局部

地区发生的个别病例，只

要紧紧依靠专业力量，做

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

早治疗，并严格追踪密切

接触者，就不会出现重大

疫情风险。

地方各级领导应当敢

于担当，统筹兼顾，弹好

钢琴。在疫情扩散之时，

敢于动员民众、组织民众

投身于疫情控制；在疫情

得到基本控制时，也要敢

于审时度势，调整工作节

奏和具体措施，引导群众

投身于生产、建设和消费。

我们集中精力抓好一项工

作并不难，难的是统筹兼

顾，做好有关国计民生的

各项工作。我们经常讲要

抓住机遇，现在机遇就在

我们面前，这就是敢为人

先，在世界各国之前，率

先战胜新冠疫情，率先做

到防疫与恢复经济社会秩

序同时并举，同步发展。

我们应当具有这种自信心，

也完全具备这样的治理能

力，关键在于勇气和担当。 

人常说，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然几十年养成

的习惯，凡涉及家国大事，

很难弃之不顾；凡胸中有

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终生难改了。说出来，与

大家研讨。

世界读书日话读书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原社长兼总编  游苏宁

不 知 不 觉， 我 们 已

在莺飞草长的人间四月

天中，迎来今年的世界读

书 日（4 月 23 日）。 联

合国将世界读书日设在

这天，是源于许多名垂史

册的伟大作者，如塞万提

斯、莎士比亚、纳博科夫

等，都出生或逝世于此

日。设立读书日，不仅是

为鼓励人们阅读和写作，

更是希望我们都能铭记

和感谢这些为人类文明

做出过伟大贡献的文学

巨匠们。

当 鱼 龙 混 杂 的 网 络

信息扑面而来时，人们

早已习惯通过手机获取

信息，许多人将一键轻

松上网查询所获得的一

知半解的资讯与潜心阅

读经典名作所收获的丰

厚知识混为一谈，导致

真正读书者日渐减少。

窃以为，这种现状无疑

是当代人的一种悲哀。

不可否认，当读书与

生活密切相关时，人们就

会热衷于对其方法的了

解和追慕；探究其秘籍，

始终是酷爱读书人不懈

的 追 求。 自 古 以 来， 此

类书籍真可谓汗牛充栋，

蔚为大观。依笔者愚见，

真正让人获益匪浅者并

非是各种皇皇巨著，而是

《怎样读书》这本畅销近

百年的小册子。该书是

民国大师们坦言读书心

得的结集，囊括了胡适、

蔡元培、林语堂等民国初

期就令人瞩目、如今更令

人追怀的一代巨擘们的

读书秘籍。虽然每个人的

经历、专业、性格迥异，

各自介绍的具体观点、关

键方法也各有千秋，但对

自己读书心得的倾囊相

授却都是殊途同归。字里

行间，无不体现出这批民

国清流们期待后学与书

为友、掌握学识、利己报

国的拳拳盛意。在世界读

书日即将到来之际，阅读

此书不仅有助于我们鉴

古知今，更有利于读者掌

握获益终生的读书秘籍。

《医师报》“五位一体”融体矩阵平台

影响百万临床专科医师的专业传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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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反馈

@雁 老部长有家国情怀，有远见卓识，有责任担当！

@ 陈坚 防疫和恢复经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

要硬。防疫外松内紧，发现一个，严密布防一个即可。

恢复经济关系到无数企业和百姓的生计。加油中国！

@ 范金森＠医疗＋健康  对于我们这些从农村来

的打工者来说，家里没金矿，连土矿都没有，没有

固定收入，只能靠卖劳动力，毕竟生产生活还是要

继续的！一味地严防死守，表面上“保命”，但是

长时间下来也不是个事，别等“命保住了”，人“饿

死了”！

回音壁
《像盯着赵英明老公那样，盯着对医护的

承诺》

@ 姗姗  记得张文宏说过，等疫情结束我会

非常安静走开，坐在门诊角落！现在，医护们安

静地离开，人们觉得欠着医护很多，急于想表达

一种“我们不会忘记”的深厚情谊。

《医院所谓“人性化”探望制度是极不科学的》

@ 路在脚下  确实是这样。病房让家属随便

进出的“人性化”，实际上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

的管理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