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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上留言说，在这场“战役”中，有人虽不是医

护人员，却全力抗疫，然后拂衣而去，深藏功

与名。这句话，拿来形容以温州人陈庆丰为

代表的一大批浙商，是比较贴切的。

钱江晚报率先采访报道了温州陈庆丰两

兄弟事迹，近日他们接受了央视访谈。

陈庆丰两兄弟开的武汉视佳医眼科门诊

部，位于此次疫情的风暴眼华南海鲜市场隔

壁，以视力矫正和验光配镜为主营业务。弟

弟陈庆丰是院长，哥哥陈庆申是董事长。当

听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后，已经回到

老家过年的两兄弟坐不住了，自掏腰包，正月

初一星夜兼程将3万多副护目镜运往武汉。

据不完全统计，从 1 月 25 日至今，两人

为武汉医护人员累计筹集捐赠护目镜 24

万多副、替代泳镜 5 万多副，累计筹集捐赠

款项达到 230 多万元，其中兄弟俩自掏腰

包的有 46 万元。当董事长的哥哥甚至重

操 20 多年前的手艺，为援汉医生护士打磨

眼镜片。

陈庆丰事后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觉得为

了这次疫情我付出了自己的努力，这时候破

产就破产，是牺牲，没有人嘲笑。”壮哉斯言！

倾其所有进行支援的浙商还有很多。疫

情刚暴发的时候，来自宁波与丽水的两位在

俄女商人发动华人华商，自筹资金为家乡购

置了两吨医疗物资，“人肉”带到萧山机场。

疫情期间，这样的事不胜枚举。

第四届世界浙商大会发表的《浙商宣言》

里说：“吾辈须化壮志为行动，付豪言诸实践，

拥抱新时代，勇当弄潮儿，实现新飞跃，创造

新辉煌！”

浙商创造的财富已经享誉海内，但对浙

商而言，钱并不代表一切，它只是一种生存的

工具，是实现自我价值和进取精神的有效途

径。在新的时代，如何实现新的飞跃、实现新

的辉煌？主流的浙商，向来更加追求的是在

做好事业基础上努力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最

大化，追求的是义利并举，这种家国情怀，正

是以陈庆丰为代表的广大浙商在心底践行的

大义。善待回报社会，寻求企业发展和社会

责任的最大公约数，以利和义，成了浙商们的

共识。

浙商为何“达则兼济天下”？古语：饮其流

者怀其源。陈庆丰们久居武汉，武汉的父老乡

亲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也早已是他们的骨肉乡

亲，武汉是他们的第二故乡。反哺故乡，责无

旁贷。再说，疫情之下，谁能独善其身，谁又能

安心营业赚钱？抗疫是大家共同的事。

陈庆丰有一次跟老婆说，“我们赚的不是

口袋里的钱，我们赚的是爱。”

好人终有好报，为社会付出这么多的陈

庆丰们，在春暖花开、疫情消退的时候，相信

不仅不会破产，还会因为自身营造的良好形

象，打出翻身仗。义利并举，这是大家共同的

愿望。

义行天下，才能实现家富国富天下富的

和谐共赢局面。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商

人，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成为市场经济的常

青树。做义利并重、富而思报的践行者，正是

浙商的追求；以利和义、义利并举，正是新时

代商人的底色。

义行天下，陈庆丰们身上闪耀浙商精神

打拐行动成功以后，常常面

临一道现实难题。

拐卖儿童行为，毁掉了无数家庭。2019

年 11 月份，一张人贩子“梅姨”的画像刷爆

了朋友圈，有 9 个孩子就是因为这个“梅姨”

而与他们的父母失去了联系。申聪是这 9

个孩子中的一个。15 年前，申聪刚满周岁

时 被 抢 走 ，一 家 人 从 此 陷 入 巨 大 的 痛 苦

之中。

15 年漫长的寻子路，终在庚子年的春天

收到了佳音。据广州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3

月 7 日晚上，亲生父母总算见到了失散 15 年

的申聪，经历过无数痛苦找寻之后一家终得

团圆。申聪是 9 个孩子中第 3 个被找回的孩

子。父亲申军良看到儿子很阳光，感觉很欣

慰，同时又表示：“所有拐卖我儿子的人受到

严惩，梅姨也落了网，这个事才能算划上句

号。”话是没错，但是难题来了，这个句号怎么

划？尤其是买方的养父母怎么办？

儿童被拐失踪，是每个家庭最害怕的事

情。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约有一万名被

拐卖的儿童。这个数字在民间传说中则多达

7 万人。姑且不论数字的虚实，丢失的孩子

只有极少一部分能回到父母身边，这样的悲

剧是无数家庭不可承受之痛。

有句话说得好，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人贩子的产生，是因为有一批“买主”的存

在。在一些比较偏僻的落后地区，解决老有

所养还是依靠“养子防老”。由于种种原因，

一些人不能生育或是不能通过正当途径收养

孩子，就采用了简单粗暴的方式：花钱买一

个。这样一来，男孩就成为他们攫取的首要

目标。人贩子通过诱骗、偷窃甚至抢夺的方

式得到儿童，去和有需求的家庭暗中交易。

申聪就是抱在母亲怀里，生生被数人抢夺而

失的，经张维平、“梅姨”之手以 13000 元价格

卖出，从此骨肉分离，一别15年。

拐卖儿童，历来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在任

何一个国家都为法律所不容。打拐屡打不

绝，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买方市场过于纵

容，处罚力度不够。2015 年，我国刑法修订

加大了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行为的处罚

力度，也就是说，“买方”首次被要求追究刑事

责任。从“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

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不追究刑事责任”，修改

为“可以从轻处罚”。“买方入刑”一度被视为

打拐的“里程碑”，对买方市场也形成了切实

的威慑作用。

不过，法律很丰满，现实依然骨感。打拐

行动成功以后，常常面临一道现实难题：孩子

找到了，买方家庭并没有虐待孩子，相反，还

在与孩子的相处中产生了真感情，如果孩子

继续在买方家庭生活下去，难道还要追究养

父母的责任吗？又如何追究？这样的现实困

境，坚硬地摆在了被拐孩子和他的亲生父母

面前。

身体的解救容易，情感和心理的回归是

漫漫长路。算上申聪，“梅姨案”目前共找回

了三个孩子。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前两个

孩子都选择了继续留在养父母身边，不回归

原生家庭。那么，申聪会回去吗？申军良看

到儿子被养父母好好对待，受到良好教育，身

心健康，他还会坚持诉讼吗？情与法的挣扎，

什么时候才能划上句号？也许，申军良的难

题才刚刚开始。

“梅姨案”申聪认亲，处罚买方仍是难题

当前，全国各地复工复产提速，城市车流

增加，店铺陆续开业，街头由冷清逐渐变得热

闹。但越是国内防疫形势持续向好，越要警

惕潜在的境外输入风险。打赢疫情阻击战，

需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做到“内

外兼修”，确保防控不松劲、疫情不反弹、发展

不耽误。

防范境外输入风险，必须把防线从社区、

街道延伸到机场、车站、口岸。有关部门要加

强联防联控，民航部门开展国际间航空运输

防控合作，实施分区分级分类健康监测和输

入风险管控防控机制；海关部门要优化调整

口岸布局，完善检疫通关管理机制，确保防疫

重点旅客不漏一人；移民管理部门要加强预

排查，并将排查情况通报相关部门。

防范境外输入风险，必须妥善处理同胞

回国、华侨入境等问题。目前浙江、甘肃等地

的境外输入病例，大都与境外务工人员回国

有关。当境外疫情日趋严峻，一些同胞的心

境是可以理解的。如何既让他们感受到祖国

的温暖，又不给国内防疫工作添堵，考验各地

的智慧，也考验工作细致程度。“喝退烧药蒙

混入境”这种事，绝对要想办法堵住。

防范境外输入风险，要善于运用新手

段。要进一步梳理与明确入境人员疫情防控

管理制度、措施、责任等，对存在的隐患建立

台账，逐条销号，确保不留死角；要运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加强对入境人员的健康

监测，确保医学排查及时、治疗跟进及时、健

康服务及时。

此外，防范境外输入风险，还需要加强疫

情防控国际合作。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

人，只有各国都切实降住疫魔，才能如釜底抽

薪一般解决境外输入问题。中国在迎战疫情

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有些做法得到了

世界卫生组织点赞，接下来要进一步与人员

往来较多国家开展信息共享、合作共防，将我

国疫情防控技术、经验等与有关国家共享。

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人员和经贸

往来密切。病毒进出不需“护照”，病毒传播

也不看肤色，病毒袭来，无论哪个国家，都难

独善其身，更不能以邻为壑。面对疫情挑战，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各

国应该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努力战胜

病毒。

吃退烧药蒙混入境？防输入感染不能松弦

面对疫情挑战，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各国应该风雨同舟，守望相

助，共同努力战胜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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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义利并重、富而思报的践

行者，正是浙商的追求；以利

和义、义利并举，正是新时代

商人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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