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吗？请问您现在在武汉吗？请问您
和家人体温是否全部正常？”这几天，湖北多地居
民常常会收到这样的智能语音电话。湖北正借助
AI智能语音机器人开展疫情智能排查外呼，无接
触地进行疫情信息通知和排查。目前，湖北省武
汉市、宜昌市、黄石市已据此完成近10万户居民
的疫情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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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提高疫情防控的科技含量，就能帮助早日
打赢这场战役，这给有关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欧阳秋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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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有序复工复产，是党中央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的重要部署。19日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提出，对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稳妥有序地推进复
工复产；对疫情较轻的其他地区，努力实现全面复工复产。
这一原则，应成为当前各地做好复工复产工作的明确标准。

要看到，疫情防控目前仍处于吃劲的关键时期，企业复
工复产也存在着压力和风险，但只要防范有力、措施得当、科
学组织，是可以有效避免聚集性疫情风险的。不能因为存压
力，就对企业复工复产采取简单的“一刀切”，不分青红皂白
一关了之、一停了之，甚至将外来人员一概拒之。

既要打赢抗疫阻击战，也要打好经济保卫战。如何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一次大考。坚持实事求
是，就要拿出敢担当的勇气，直面矛盾、克服困难，想办法解
决复工审批流程复杂、企业防护物资短缺、用工不足、农民工
返岗难等实际问题。

目前，96 家中央企业所属主要生产企业开工率超过
80%。但中小企业开工复工依然面临不少难题。中国中小企
业协会近日对6422家中小企业的调查显示，截至2月14日，
仍有40%企业尚未复工。已复工中小企业也面临物流不畅、
原材料供应不足、工人不能尽快到岗等困境。

当前防控疫情仍是首要任务、头等大事。但不意味着
一切生产经营、社会生活都不分疫情轻重而“停摆”。各地
各部门要扛起责任、经受考验，既有责任担当之勇、又有科
学防控之智，既出统筹兼顾之谋、又展组织实施之能，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稳企业、稳就业、稳经济，在大考中交
出合格答卷。

打通快递“最后一公里”

要出实招

为防控疫情，
如今不少小
区采取了封
闭式管理，导
致快递员无
法进入。“最后
一公里”的快
递如何取，成
为摆在人们
面前的难题。

特约评论员
付彪

正是从这意
义上讲，不提
倡英雄主义
号召大有深
意。这里的
关键，不是不
要英雄，也不
是不崇尚英
雄，而是不要
给英雄过多
压力，不要让
英雄作出无
谓的牺牲。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开屏新闻App

新华时评

让他们安全回来
是对英雄最大的致敬

扫
描
二
维
码

下
载
客
户
端

云集一端 报览天下

近日，微博话题“取快递堪比谍战剧”
登上热搜榜，不少网友纷纷说出了自己“智
取快递”的经历。有的网友调侃全副武装
收取快递就像谍战剧里的秘密接头，有的
网友将私家车开在小区之外、用汽车的后
备箱来收取快递，还有的网友用竹竿“吊快
递”、用梯子爬墙取快递。而这背后反映的
矛盾，就是快递员究竟是否应该进入小区
的现实考量。（2月19日中国新闻网）

网友们“智取快递”的经历中或许有夸
张的成分，但对于普通市民而言，如今取
快递确实需要“精心筹划”。重要的原因
就是，为防控疫情，如今不少小区采取了
封闭式管理，导致快递员无法进入。“最后
一公里”的快递如何取，成为摆在人们面
前的难题。

当前，疫情仍处于最吃劲的关键阶段，
为了“外防输入”，不让快递员进入小区，的
确有助于避免疫情传播的可能。然而，由
于不少市民还宅在家里，网购成为消费需
求的重要途径，快递员进不了小区，自己的
快递无法顺利取到，无疑给市民带来了诸
多麻烦。同时，不少快递公司表示，各地的
防控要求和交通管制措施，也大大降低了
投递的时效。

为打通快递“最后一公里”，日前许多
地方推出了支持政策。比如，天津细化了
快件投递规定：对已安装智能快件箱的社
区，允许快递车辆进入，由投递人员将快件
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对社区内设有“菜鸟驿

站”等快件中转站且已正常营业的，允许快
递人员将快件送至快件中转站，由快件中
转站人员分发。成都出台文件明确，在防
控措施落实到位的前提下，保障邮政快递
网点正常营运，支持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居
民消费提供便利化快递配送服务。嘉兴发
布号令，要求“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允许
快递人员进入社区（村），采用不接触方式
投送快递件、外卖等，物业公司及社区、村
委会配合配送企业落实好存放场所”。

这是必要的、及时的，但仅有政策支持
不够，还需有更多人性化举措和办法。在
这方面，有业内人士建议，社区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对快递收发进行管理，对于一些人
口较多的社区，可以在允许快递员进入的
情况下，通过在社区内部设立多个快递投
放点以及安置快递柜等方式，来避免收取
快递时人群聚集与过度流动的情况。山东
提出，打通快递企业投送“最后100米”，鼓
励企业与社区村居协商组织“一社区固定
一快递员”的专门队伍。上海某小区为方
便居民收取快递，在居民区门岗处统一安
装了置物架，用于存放居民的快递。

总之，疫情防控需要有“力度”，也要有
“温度”。一方面，社区和快递公司都需认
真落实防护措施，给快递员测体温、给车
辆消毒、推进“无接触”投递等，丝毫马虎
不得。另一方面，社区和物业应多想一
些办法、多出一些实招，保障市民能顺畅
收取快递。

疫情发生以来，医护人员冲锋在前，人
们在为他们治病救人感动的同时，也在担
心他们的安全。据央视报道，近日，国家卫
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表示，要保
障医护人员休息和健康。她说：“在疫情防
控的过程当中，我们不需要任何提倡用英
雄主义去号召医护人员，实际上广大医护
人员都是自发、自觉、主动地投身疫情防控
的工作当中来。”

这段时间，一个又一个医护人员的故
事，不断在朋友圈刷屏。比如，84 岁的钟
南山院士，第一时间奔赴武汉；南方医科大
学南方医院医疗队主动请战，誓言“若有
战，召必回，战必胜”；武汉金银潭医院党委
副书记、院长张定宇，身患渐冻症仍战斗在
最前沿……全国各地 200 多支医疗队、
25000 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1400 名军
队医护人员奋战武汉火神山医院。其实，
远远不止是武汉，在全国各地都是如此。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要求，没有强制，
也没有号召式绑架。因为疫情紧急，一些
医院驰援武汉的通知是夜里发布的，而且
是发在医院员工群里的。当医护人员看到
后，纷纷选择报名，有的医院甚至出现了

“竞争”，大家争着抢着要去。并不是一两
个医护人员如此，也不是一两座城市这样，
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广大医护人员完全是
自发、自觉、主动的。

焦雅辉所讲的“不提倡”，首先是一种不
必要。原因很简单，我们的医护人员具有大
爱情怀，具有英雄气质，“不需要任何提倡用
英雄主义去号召医护人员”。罗曼·罗兰讲
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
是在认清生活的本质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像我们的医护人员这样，明知道前方有危

险，依然选择逆行，这样的英雄更了不起，
更值得尊敬。

疫魔无情，医护人员也是血肉之躯。
在给感染者带来生的希望的同时，有些医
护人员不幸被病毒感染，有的甚至献出了
生命。2月18日上午10:30左右，武汉武昌
医院院长、神经外科专家刘智明因新冠肺
炎抢救无效，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去
世。不必刻意强调“这是武汉抗疫前线牺
牲的第一位医院院长”这样的身份，因为他
首先是一名医护人员。2月17日的报告显
示，医务人员在整个过程中感染超过了
3000名。在感到痛心的同时，如何更好保
护医护人员，也成了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因为职业特点，医护人员不得不面对
危险，但社会不能视若不见，而是应该千
方百计给他们提供最好的保护。自疫情
发生以来，很多捐赠物资都直接给了医
护人员，体现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英雄，
但不要“悲壮的英雄”。这几天，很多人
都在讨论要不要出台硬性规定，实行强
行的轮换和休息制度，体现的同样是对
医护人员的关爱。焦雅辉所讲的“不提
倡”，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关怀。保证医
护人员的防护用品，保障医护人员的休
息生活，医护人员才能更好地战斗，也才
能更好地打赢这场战争。

正是从这意义上讲，不提倡英雄主义
号召大有深意。这里的关键，不是不要英
雄，也不是不崇尚英雄，而是不要给英雄过
多压力，不要让英雄作出无谓的牺牲。有
网友说，“让我们捐啥都行，但是这些医护
人员请一个不少地安全回来。”这句让人泪
奔的话，与焦雅辉所讲的，其实是同样的意
思，这才是对英雄的最大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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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答好疫情之下
复工复产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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