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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月18日从宁夏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获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银川市场监管
部门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口罩价格高等问题，
加大对囤积居奇、未明码标价、哄抬物价等违法
行为查处力度。近日，该局兴庆区分局严肃查
处一起哄抬物价的违法行为，对涉案的宁夏宏
瑞丰商贸有限公司罚款45万元。

新闻漫评

罚

点评：罚！罚的是这些商家明知故犯的
违法行为，也罚他们利欲熏心后碎了一地的
节操。 ——欧阳秋枫

抗击疫情是一场总体战。现在战“疫”到了最吃劲的时候，
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我们更需守牢民生保障线。

生活必需品是基本的民生。在战“疫”中，水电气热油等
城市“生命线”被牢牢维护住，粮食、蔬菜、肉蛋奶等居民生活
必需品供应也都得到有效保障，殊为不易。下一步还要切实
落实“米袋子”省长责任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积极组织
副食品生产，加强物资调配和市场供应，做到供应不断、质量
不降、价格稳定，真正让人们“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让大家能
全身心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战争中去。

安全出行是必要的民生。随着复工复产的逐步展开，必
要的人员出行、大宗的物资运输也逐渐活跃。因此既要对车
站、机场、码头等重点场所，以及汽车、火车、飞机等密闭交通
工具，严格采取通风、消毒、人员体温监测等措施，又要加强统
筹协调，确保人员物资顺畅通行，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基础上，
努力让经济活起来，城市动起来。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稳、收入稳，人心就稳，人们就
会更有打赢疫情阻击战的底气。由于体量有限，抗击风险能
力较弱，中小微企业受到疫情冲击最大。然而中小微企业又
是创造就业最活跃的力量，各地要通过财税、金融、社保等政
策扶持，帮他们渡过难关、守住就业池。

千方百计减少疫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是阻击
疫情的重要环节。在这方面做的每一分努力，都在为战“疫”
获得最终胜利积累动力和希望。

复工生产
要劳“疫”结合

各地复工要
做到劳“疫”
结合，就要科
技赋能，资源
共享，各地各
部门之间形
成一个专门
的信息统筹
机制，有效减
轻基层负担，
避免工作中
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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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以烈士荣誉告慰战疫英灵

天地英雄气，
千 秋 尚 凛
然。对为公
益事业而牺
牲生命者授
予烈士荣誉
称号，事关一
个国家、社会
和民族的价
值追求与理
想道德，既是
浩然正气使
然，更是一个
法治社会的
应然之举。

扫
描
二
维
码

下
载
客
户
端

云集一端 报览天下

有的园区要求企业配备防护服才
能复工；眼下口罩和红外线额温枪都缺
货，有企业因此直接放弃申请复工；有
的地方一张复工申请表要盖满 8 个公
章，才能复工；甚至有企业向媒体反映，
复工要交 21 份材料，“填表填到眼花，
签字签到手软”。但深圳市福田区推行

“先复工，再核查”模式，取消了复工审
批这一环节。（2月18日中国经济网）

2月16日晚，一张泸州市江阳区某企
业复工签审表《泸州市江阳区疫情防控期
间企业复工复产申请表》在网络上流传，
表上密密麻麻盖着相关部门的审批章。
网友称，“让企业往返8个部门，如此折腾
企业是否有必要？好心防疫，会不会加大
传染几率？”2月17日，泸州市江阳区新型
冠状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情况说明，
2日下午5时许提出复工申请，2月13日，
联合工作组通过全程代办的方式对该公
司复工完成了审签备案。该公司于当日
组织复工。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目前江
阳区取消审签备案程序。

疫情防控到了最吃劲的阶段，而复工
复产同样迫在眉睫。把落实疫情防控作
为复工的首要条件，采取复工审核方
式，来保证每家开工企业的安全状态，
这是负责任的态度，联合工作组通过全
程代办的方式一天内完成审签备案，也
算不错的行动。但也要看到，随着复工
企业的增加，联合工作组就不可能在一

天完成审签备案，但是每一家企业都等
不及，所以，江阳区决定取消审签备案
程序，也算是来得及时。

事实上，企业为了挽回损失，本身就
会周密考虑到复工的安全性，绝不会因
为安全隐患导致得不偿失而雪上加霜。
而防疫的问题完全可以提前做好，诸如
口罩等防护物资是否充足，员工近期活
动路线、社交情况是否摸排到位，上班路
线、就餐环境是否安全，是否有紧急隔离
房间等，这些问题可以提前统筹安排，利
用互联网汇合数据，提前掌握在手，再根
据企业的不同情况，排出企业的复工
表。这样企业就不必再按部就班地申请
复工，只要实行报备制，然后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就可以了。

江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应急指挥部 16 日发布第 14 号令，
取消因疫情防控对各类企业、建设项目复
工复产的批准手续，复工复产改为报备
制。企业和项目建设单位只需提前24小
时将疫情防控方案向当地报备。

中央一再强调“全国一盘棋”，建立
统筹协调机制，避免形式主义。各地复
工要做到劳“疫”结合，就要科技赋能，
资源共享，各地各部门之间形成一个专
门的信息统筹机制，有效减轻基层负
担，避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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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妥善做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牺牲人员烈士褒扬工作的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妥善做好因疫情
防控牺牲人员烈士褒扬工作，符合烈士
评定（批准）条件的人员，应评定（批准）
为烈士。（2月18日《北京青年报》）

疫情就是命令，防疫就是责任和担
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面对无情

“疫魔”，广大医护人员和基层党员干部挺
身而出、迎难而上，甘做“最美逆行者”，以
崇高的人民情怀和责任担当，义无反顾地
在群众和病毒之间筑起一道生命安全防
线，不少人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据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的信息显示，截至
2月11日24时，全国共报告医务人员确诊
病例 1716 例，占全国确诊病例的 3.8%；6
名医务人员不幸死亡，占全国死亡病例的
0.4%。对这些用生命铸就防疫丰碑的“最
美逆行者”，授予他们烈士的荣誉称号，实
乃题中应有之义。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烈士的荣誉称号
大多属于那些在硝烟弥漫战场上冲锋陷
阵、马革裹尸的英雄，对于在没有血火交
融防疫攻坚战场中的牺牲者授予烈士荣
誉称号，似乎有违传统习惯做法。

不 可 否 认 ，与 在 杀 敌 战 场 上 抛 头
颅、洒热血的英烈相比，奋战在防疫攻
坚战第一线的广大医务人员和基层党
员干部，他们的奉献确实少了几许悲
壮和惨烈的情节。但必须承认，他们
以生命相托而舍自我的壮举，始终与
杀敌战场中的英烈在行动上和精神方
面一脉相承。在这种意义上，对在战
疫牺牲生命者授予烈士荣誉称号，并

用烈士荣誉告慰他们的英灵，从弘扬
和传承牺牲奉献精神的朴素情感逻辑
出发，无疑是理所当然。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对为公益
事业而牺牲生命者授予烈士荣誉称号，事
关一个国家、社会和民族的价值追求与理
想道德，既是浩然正气使然，更是一个法
治社会的应然之举。我国《烈士褒扬条
例》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抢险救灾或者其
他为了抢救、保护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公
民生命财产牺牲的”，应评为烈士。因此，
对在新冠肺炎战“疫”中的生命牺牲者，用
烈士荣誉告慰他们英灵是于法有据的，这
不仅仅只是弘扬和传承英烈精神的情感
逻辑要求，也是法理逻辑的刚性要求。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
远。”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对于用
生命铸就了阻击“疫魔”无字丰碑的医务
人员和基层党员干部，以烈士荣誉告慰他
们的英灵，无论是在情感逻辑上还是在法
理逻辑上，都是天经地义。各级政府应对
在此次战“疫”中牺牲生命的医务人员和
基层党员干部，依法授予他们烈士荣誉称
号，并通过这种旗帜鲜明的褒扬，凝聚起
万众一心阻击疫情的澎湃动力，助力抗击
疫情最终胜利的取得。

当然，对在新冠肺炎战“疫”中牺牲的
医务人员和基层党员干部授予烈士荣誉
称号，并不意味着是要提倡和鼓励牺牲生
命。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刻，褒
扬烈士牺牲奉献精神的目的，就是要求我
们要以烈士为标杆，秉承生命最可贵的理
念，在减少和杜绝不必要的生命牺牲前提
下，砥砺奋进，从而在阻击疫情的“大考”
中，以最为满意的答卷，告慰烈士的英灵。

□张智全

越是吃劲时刻
越要守牢民生保障线

□ 新华社记者 王亚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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