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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其他特长但我会做饭”的朴实
大哥，“岗位随意,危险不怕”要为国家出
份力的90后，主动献出祖传中医药方的
热心市民……刷手机朋友圈，防控疫情
中的凡人善举令人动容。这些平凡无奇
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作为，以力所
能及的行动默默奉献，用另一种方式站
在了抗疫前线。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
知道你为了谁，向每一个挺身而出的凡
人致敬！

疫情突如其来，每个人都卷入这场
特殊战斗。我们钦佩那些毅然赶赴一线

的医护人员，也礼赞那些在平凡岗位上
默默坚守的普通人。为胜利战斗和坚守
的每个身影，都藏着闪亮的灵魂，发光发
热，温暖人心。

从凡人善举中，你能触摸到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的力量。网络上，“郑
州烩面给武汉热干面加油”“北京烤鸭
给武汉鸭脖鼓劲”“上海生煎包给武汉
汤包打气”热潮涌动。现实中，汶川地
震伤者曾在武汉接受免费治疗，汶川
同胞知恩图报驾车疾驰武汉送去蔬
菜。从线上的精神声援到线下的物资

支援，同舟共济的同胞之情，在民族的
血脉中奔涌。

从凡人善举中，你能体会到守望相
助、共克时艰的温暖。隔离不隔关怀，危
难中涌现一批批好心人，有社区邻居帮
买菜的、有村里乡亲帮照料牲口的、有志
愿者提供心理疏导的等等。他们或许做
的全是琐碎小事，却解你我的燃眉之
急。不顾病毒威胁，向无助者伸出援助
之手，朴实中映射人性光辉。我们面对
一个共同敌人，战“疫”越到吃劲处，越需
同甘共苦。

从凡人善举中，你能感受到匹夫有
责的担当。从坚持不发国难财的口罩生
产商，到千里逆行回武汉参建救治医院
的农民工，再到宁赔钱不加价的果蔬摊
主，疫情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生活，让人们
经受磨难，却也见证无数人的奉献担当，
激发全社会的信心向上生长、力量向心
凝聚，民族的脊梁愈发坚挺。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心中有力
量，眼前有希望。来，我们一起扛！涓滴
能汇成江海，温暖会克服冬寒，同心将战
胜疫情。

来，我们一起扛！
□刘怀丕 张浩然

春耕在即，农事不待。从南到北，
广袤的中国农村大地陆续开启了备耕
生产的大幕。

与往年红红火火的“闹春耕”场景和
气氛相比，今年春耕的基调不再是热闹
和喜庆。疫情防控正处在关键时期，广
大农村一方面要严格落实“不聚集、减少
接触”的要求，一方面要抢农时、抓进度，
做到疫情防控和春耕备耕两手抓、两不
误、两推进。如何因地制宜、因时施策，
考验着各地各部门的实战应对能力。

非常时期的春耕生产，提出了许多
新课题。在农用物资供应、生产技术培
训、土地流转、供销合同签订等领域，以
往一些熟悉的操作办法不灵了。但是
工作不容等，不能停，地方政府特别是
农业部门作为生产组织者和服务者，面
临更艰巨的任务和更多的责任，需要拿
出更多的应变办法，解决农民所需、满
足生产所需。比如要避免以防控疫情
为由设卡设阻，为种子、化肥等春耕物
资运输开辟绿色通道，确保如期、安全
地送到广大农户手中；要保障农业生产
者在安全前提下正常合理流动，让“菜
篮子”、“米袋子”产品产得出、运得走、
供得上。

非常时期的春耕生产，促进了农业
服务转型升级。为适应疫情防控时期
的农业生产工作，全国不少地方和部门
在积极探索、主动创新工作方法。诸如
利用手机 APP 办理贷款、购买农资、技
术咨询培训，引导农户进行分散式、错
峰作业，用“微物流”不见面方式输送农
用物资等，既解决了当下之需，也为今
后工作拓宽了思路。在黑龙江省北部
的孙吴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技师李
霞因为开通直播间给农户培训、普及科
学种田知识成了当地“网红”，2月初以
来有近万人次观看直播、答疑解惑4200
余次、高峰时有1400多人关注，充分体
现了当下所需。

疫情虽严峻，危中亦有机。今年的
春耕虽然少了开耕的热闹，少了“串门”
的乐呵，少了劳作间隙围聚举杯“解乏”
的轻松惬意，但广大农村抢抓春耕生产
的紧迫感没有减。疫情防控期间，农业
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服务体
系的完善与改进，也将助推我国农业生
产现代化加速向前。非常时期，这个不

“闹”的春耕里憋着一股越挫越勇的劲，
这劲头正为赢得今年的农业丰收孕育
着更多希望。

不“闹”的春耕里
憋着越挫越勇的劲

□范迎春

2 月 2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指出，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
奋战，目前疫情蔓延势头得到初步遏
制，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国新
增确诊病例数和疑似病例数总体呈下
降趋势，治愈出院人数较快增长。同
时，要清醒看到，全国疫情发展拐点尚
未到来，湖北省和武汉市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复杂。

会议提出“拐点尚未到来”，这是一
个强烈的信息，也是一个重要的精神，
需要有关各方把这个信息放在心上，落
实在行动上。

“拐点尚未到来”，是基于疫情发展
的一个客观判断。当前，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坚强
领导下，全国各地全面动员，全力防控，
付出艰苦努力，让疫情蔓延的势头得到
初步控制。但是，我们需要充分认识新
冠肺炎疫情的复杂性与严峻性。重点
地区收治规模仍然很大，疫情的传播途
径仍然没有有效掌握，还有类似核酸检
测结果阴性仍然不能确诊等问题，说明
对于疫情的认知我们仍然存在不少盲
区。关于“拐点”，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数
字的下降进行判断，而是要与疫情防控
的整体情况综合起来分析，在当前阶
段，万万不可放松警惕、掉以轻心。“拐
点尚未到来”正是在此关键时刻，给予

我们的一个及时又清醒的告诫，也是一
个重要的结论，是需要被认真吃透、认
真把握的信号。

“拐点尚未到来”，意味着围绕疫情
防控的有效措施必须继续坚持。各级
政府需要继续毫不放松地抓好疫情防
控工作，继续完善防控策略和措施。眼
下，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
产。复工复产必须以疫情防控为前提，
必须是在坚决落实分类、分区、分级的
管控要求下进行，在条件满足的情况
下，能加快的加快，能高效的高效。但
是对于疫情比较复杂、严重的地区，疫
情防控仍然是头等大事，仍然需要采取
最严格的防控措施，仍然需要全社会的
支持与参与，绝不能允许出现在不符合
条件的前提下，让人员随意集聚，让企
业随意复工。

“致胜利者积跬步”，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场
非常战役，也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
只有各级政府、各级部门、相关机构，乃
至所有人各尽所职，各尽所责，我们才
能有效积聚应战的力量，我们才能有效
积累胜利的信心。我们相信，只要把所
有措施都落实到位，所有防控都坚持到
底，秉承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我们
就一定会迎来拐点的到来，我们就一定
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

读懂“拐点尚未到来”的告诫
□邱小敏

“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努力实现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完成‘十三五’规划。”21日，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
出了明确要求、指明了具体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这只“黑天鹅”的突然
出现，给经济运行带来明显影响，给实现
全年发展目标带来困难和挑战，但中国
前进的步伐不能也不会因此止步。各级
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咬定青山
不放松”，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
重点、带动全局，做“十个手指弹钢琴”的
高手，战“疫”发展两手抓。

“十个手指弹钢琴”，要增强辩证思
维，把握好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湖北

省特别是武汉市是全国疫情防控的重中
之重，目前荆楚大地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复杂，而湖北以外省份新增病例大幅减
少，针对不同区域情况，要进一步完善差
异化防控策略，全面发力、多点突破，做
到“心中有谱”，防止“眉毛胡子一把
抓”。要加强对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工
作的指导，举全国之力予以支援，坚决打
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同时，也要
统筹抓好其他地区防控工作，坚决落实
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分区分级精准防控
策略，早日取得疫情防控的最终胜利。

“十个手指弹钢琴”，要增强系统思
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不谋全局
者，不足谋一域”，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
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是一场总体
战。一方面，要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重
点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尽快推动改革发

展稳定各项工作回到正轨。当前，从老工
业基地到城市发展新区，从中小企业到互
联网公司，各地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世界
工厂”的机器声逐渐响起来，人流、物流、
资金流有序转动起来，一个“流动的中国”
正在重新焕发昔日的活力和生机。我们
要继续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聚焦
围绕做好“六稳”工作，增强把握复杂局面
的能力，提高破解难题的本领，在大考中交
出合格答卷，全力维护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十个手指弹钢琴”，要增强战略思
维，谋划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疫情对
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只是短期，
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
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
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
前进态势没有变，我们要把握这些大势，

不要被问题和困难吓倒，坚定必胜信念，
保持战略定力，秉持一份“不畏浮云遮望
眼”的远见，涵养一份“运筹帷幄之中，决
胜千里之外”的从容，以时不我待的奋进
姿态，一步一个脚印，风雨无阻向前进，
为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
坚实基础，提供有力支撑。

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
懈怠者、软弱者，胜利属于勇毅而笃行的
人。目前疫情蔓延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全国疫情
发展拐点尚未到来，湖北省和武汉市防
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级党委和政府
务必要“十个指头都动作”，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同时间赛
跑、同历史并进，不畏风浪、逆风而行，推
动“中国号”行稳致远，继续向着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目标进发！

全民战“疫”关键期，有的地方防
疫检测点随意加码制定“土政策”，导
致重要物资运输受阻，使“绿色通道”
制度没得到真正落实。对这一类做
法必须立即纠正，确保重要物资货畅
其流。

“土政策”制造堵点，影响全国的
战“疫”大局。早在 1 月下旬，农业农
村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紧急通知，要
求解决“菜篮子”产品和农业生产资
料运输受阻问题；之后各省交通厅等

部门也三令五申，要求对应急物资要
简化免费通行手续，确保做到不停
车、不检查、不收费、优先便利通行

“三不一优先”。记者近日走访调查
发现，仍有一些地方附加额外条件，
否则拒绝放行。

当前形势下，保障重要生产生活
物资充足供给是持续战“疫”的前提。
开展防疫工作要统筹协调多方面工
作，要守土有责，对中央防疫工作部署
做好落实，保障政令畅通、全面落地，

决不能出现上级说一套、下级做一套
“两张皮”问题。

“土政策”问题必须纠正。一名省
交通运输厅副厅长表示，每天协调许
多起物资车辆被堵问题，从早忙到晚，
疲惫不堪。这说明防疫检测点变成堵
点的问题，不是个别情况。对此要查
找原因，是基层实施防疫措施用力过
猛，还是相关政策宣传力度不够？要
尽快解决问题，坚决制止各类“土政
策”，确保“绿色通道”的高效运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印发疫
情防控指导意见指出，疫情防控与经济
社会秩序恢复，要秉持“突出重点、统筹
兼顾、分类防控、分区施策”原则，对于
中低风险区要在坚持“外防输入、内防
扩散”策略下，尽快、全面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

2020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尤其繁
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对人民的承诺、对历史的责
任，都催促人们把因疫情损失的时间夺
回来。

然而，个别地方对形势变化不甚了
然，做法简单，对复工复产还缺乏新思
路、新办法，干着“填表、盖章、一刀切”
的事儿；还有一些地区，阻击疫情只会
摆“铁桶阵”，不顾猪压栏、鸡压棚、鱼压

塘、菜压田。
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是道新

考题，要有新思路新办法。在确保防疫
安全的同时，一些地区纷纷采取行动，
如广东、浙江组织包车、包机、包高铁，
点对点接回复工人员；江西提出低风险
县市再用“铁桶阵”严防死守，就是懒
政；山东济南用“政务上云”开辟复工绿
色通道……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在争
分夺秒重振经济的当下，慢半拍就是
在拖后腿。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安
全有序，做好一线劳动者复工、捋顺
经济上下游产业链、给予中小企业必
要周转资金，精准施策捂热经济温
度，才能更早走出疫情的阴霾、迎来
发展的春天。

答好新考题要有新办法
□萧海川 袁军宝

21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指出，复工复
产，交通运输是“先行官”，
必须打通“大动脉”，畅通

“微循环”。当前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仍处在关键阶段，
复工复产也在有序推进，当
务之急是要保障运输通达，
路网畅通。

复工复产对保持经济
社会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推动复工复产，首先要在落
实好安全防护措施前提下，
确保人流物流畅通。各地
要避免“一刀切”封路堵路，
认真落实分类、分区、分级
管 控 要 求 ，畅 通“ 绿 色 通
道”，打通交通“大动脉”，确
保物畅其流。

保障复工复产，还要畅
通交通“微循环”。各地要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稳妥有
序恢复城市公共交通，统筹
调度公交车、出租车运力，
开展“点对点”服务，结合实
际推出物流配送车辆进城、
停靠等便民利民措施，最大
限度满足城市物流需求，保
证“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

公里”衔接到位、畅通无阻。
助力复工复产，确保物畅其流的同时，

也要确保人员流动有序、便捷、高效。应加
强地区和部门协同配合，优化运输调节，有
序组织务工人员跨区返岗，协调办理“一证
通行”，努力保障已复工和准备复工企业防
护到位、物资到位、人员到位。

复工复产是大考，保通保畅是大局。值
得注意的是，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有的地方
也出现了随意制定交通管制“土政策”，以防
疫为名设卡限行、阻断流通，人为添“堵”的
做法，对此，有关部门要高度警惕，即报即
查，坚决制止。

路通，则百通。交通是人员流动的大动
脉，也是保障各类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供
应的生命线。要按照中央要求，建立与疫情
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推动人流
物流高效顺畅，支撑疫情防控和企业恢复生
产，汇聚战胜疫情、推动发展的强大力量。

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
□刘夏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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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随意制造堵点的防疫“土政策”必须坚决纠正
□程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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