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一些爱心不“照单全收”，

不是因为不珍惜这些爱心，

而恰恰是为了保护好这些珍

贵的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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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家抗疫中的需求表明，一

个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的数

字生活开放平台，在今天尤

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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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开学的心情越是急迫，越

是需要冷静。在安全有序的

前提下尽早复学，这是社会

共识。

本报评论员
陈江

疫情期间，涌现了很多感人事迹，昨天就

在杭州萧山区瓜沥镇官方公众号“浙江瓜沥”

中看到一事，说的是捐款和退捐。

3 月 5 日，在杭州萧山打工的河南人老

杨，偷偷向瓜沥镇政府捐了近 13 万元。镇、

村干部了解到，这笔钱几乎是老杨的全部家

当，考虑到老杨家庭经济现状，想如数退还他

的捐款，几经推却、解释，最后想出了个折中

的办法：婉拒了老杨的 12 万元捐赠，接受了

他9273.4元捐赠。

54岁的老杨，因为感念“早些年生活确实

不太宽裕，是当地镇、村两级组织的帮助扶持”，

让他如今生活有了改善，“想捐点钱表达自己的

一份心意”。正逢疫情，老杨希望以此来回报社

会，这是一种朴素的知恩图报，值得为他点赞。

而镇、村干部了解到老杨的实际情况：7

口之家，仅靠收废旧物资维持生计，这捐出的

近 13 万元几乎是他的全部家当。起初如数

退还，是不忍，更是关爱；后来接受他的近 1

万元捐赠，是理解，也是尊重。

在笔者看来，这“一捐一退”之间，传递出

的是浓浓的爱心和人情味。

老杨的这份赤子之心，令人感动；而瓜沥

镇干部的退捐，同样值得肯定。它让大家明

白了一个道理，不是所有的爱心都必须“照单

全收”。我们在接纳一些爱心时，还需要考虑

捐献者的实际情况，尤其是要避免经济条件

并不宽裕的人陷入困境。

我们这个社会总是不缺乏大爱之人、大

义之举。在这次疫情中，我们看到有药店老

板捐出全部口罩；有饭店老板，捐出库存的全

部原材料，做好快餐送到防疫一线⋯⋯

危难之际，他们捐献爱心，是中华民族的

优秀传统美德，值得我们致以最高的敬意。

我们的社会需要老杨这样无私和高尚的精

神，他们就像在暗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人

性之光，给予了我们坚守和战胜困难的信心

和勇气。

不过，我们同样要保护好这些明灯，不要

让他们陷入油尽灯枯的困境。对那些本身生

活有困难的人，应该婉拒他们的捐助。瓜沥

镇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这是社会应有的理性和善意。对一些爱

心不“照单全收”，不是因为不珍惜这些爱心，

而恰恰是为了保护好这些珍贵的爱心。少鼓

励或不鼓励那种“不顾一切”的爱心，多鼓励

量力而行的善心，唯有如此，“善人”才有保

障，善心才能如涓涓细流源源不断。

一捐一退，都是善意

何时才能结束这个史上最长“寒假”，告别

鸡飞狗跳的网上学习，重返课堂，开学复课？这

是眼下学校、老师、家长最操心的问题。有家长

说，孩子们一日不开学，我们便一日难心安。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明显向好，民心趋

稳。两天前，青海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

率先开学，这一运作无形中催化了各地家长、

学校对加快开学的期盼。日前，教育部就开

学条件作出答复：一是疫情基本得到控制。

所谓基本得到控制，是由国家来判定的，具体

可能要精准到县一级的疫情防控情况。二是

社会家长都认为，或者绝大多数同意说现在

开学是安全的。三是开学以后必要的防控物

资和条件都是到位的。具备这三个条件，满

足这三要素后，就可以考虑什么时候开学。

事实上，根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

报道，从 2 月下旬开始，浙江省各地政府机

构、各个学校就在做着开学的准备：要求老师

随时准备上岗，学校早早备上口罩、消毒液、

酒精等防疫物资。温州市首先发布了停复课

标准，规定具体并有可操作性。3 月 9 日，杭

州市第十一中学专门针对复课进行了全方位

的实战演练：晨检如何快速进行，避免校门拥

堵？如何统计全校师生的健康情况？食堂用

餐怎么确保学生一米距离？这些复课后可能

遇到的问题逐一演练，测算每个环节的精确

时间，并据此做出相应调整。真的是：时刻准

备着，万事俱备，只候开学。

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上学是成才的

光明坦途。确实，我们的心里急呀，能不急

吗？春天来了，万物都在生长，开学时间可以

一延再延，可人的生长不可延误啊。要不是猝

不及防的新冠疫情，孩子们早已背上书包上学

去了，跑步、做操，读书、写字，何至于在家里东

靠西靠，时不时来一个“葛优躺”,更不会因为

教学效果不佳的网课，大人叫、小孩跳，隔壁邻

居叫骂之声相闻。家长最憋屈，家里闷了快两

个月的熊孩子怪招频出，上房揭瓦就快按不住

了。这时只盼一声开学令下，孩子去学校，家

庭生活就此恢复到往日的正常状态。

但是，盼开学的心情越是急迫，越是需要

冷静。在安全有序的前提下尽早复学，这是

社会共识。更何况教书育人这种事，从来就

只有百年树人，何来一蹴而就？想把被疫情

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这种心情可以理解，尤其

是初三高三的孩子，毕竟面临竞争激烈的升

学考试，要家长们放平心态确实很难做到，真

的是“事非经过不知难”。

可我们知道，与一般的企事业单位相比，

学校是人群更为密集的场所。上学考试很重

要，它承载着对理想的追寻和个人价值的实

现，但这些与生命安全相比，只是1后面的0，

没有 1 则 0 更多也毫无意义。所有对于疫情

风险的判断，必须基于最严格、最保守的标

准。什么时间开学，这件事关系到千家万户

切身利益，从中央地方到各个学校，为开学理

应做好最周密细致的准备，所有努力只指向

一个标准：学生的健康安全。

春日迟迟春草绿。尽管开学时间迟迟未

定，家长们不妨再耐心一点。

盼开学的心情越急迫，越需要冷静盼开学的心情越急迫，越需要冷静

3 月 10 日起，支付宝迎来创立 15 年来最

大的一次升级。蚂蚁金服CEO胡晓明宣布，

将把支付宝升级为数字生活开放平台，聚焦服

务业数字化，并立下“未来三年，携手5万服务

商帮 4000 万服务业商家完成数字化升级”的

目标。

鉴于支付宝的行业地位，这不仅是支付

宝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内行业发展中具有风

向标意义的一件大事，更是习惯使用支付宝

的普通消费者的一件大事。生活服务的数字

化平台，不但给广大用户带来更多便利，也将

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由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的信息产业革命，

不仅引领着行业发展的方向，也深刻改造着人

们的生活方式。从12年前第一次通过支付宝

缴纳水电费开始，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支付宝

从相对单一的支付工具起步，逐渐集成越来越

多生活服务，不仅包括支付、金融等个人服务，

也包括了蚂蚁森林、城市服务在内的社会公共

服务。从工具到平台，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正在进行的抗击疫情斗争中，支付宝也

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意

识，体现了浙商义利观——大义先行，为塑造

一个更好的社会而努力，当社会遇到困难时

一同来解决困难，最终实现义利并举。这也

体现了支付宝一贯的发展路径：先满足社会

需求，后才有自我成长。

比如，疫情期间，支付宝助力研发的杭

州健康码，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疫情期间百姓

出行、企业复工过程中的防控问题，方便了

人们的生活，也减轻了社区、企事业单位等

一线防控人员的工作量，目前已经推广到全

国几百个城市。杭州市对市民发放口罩，通

过支付宝上的杭州城市服务功能得以实现。

支付宝帮助公众防范疫情推出的“疫情

服务直通车”，则将用户应对疫情可能会用到

的各项服务进行了聚合，比如不出门吃饭、不

出门缴费、不出门退票等。这一页面在春节

期间上线，仅两周时间就为超过 6 亿用户提

供了各类服务共计 48 个，这些服务减少了

9000 万人次的出门次数，极大方便了老百姓

的“宅家抗疫生活”。

宅家抗疫中的需求表明，一个基于大数

据、云计算的数字生活开放平台，在今天尤为

重要。个人所需的生活服务实现数字化后，

公共服务和线下服务也面临越来越迫切的数

字化转型，支付宝推出的小程序功能将加快

这一进程。目前在平台上运行的服务小程

序，已经达到 150 万个，未来还将更多。按照

蚂蚁金服的预测，中国数字化服务还有 80%

的发展空间，这也为各行各业的服务转型，提

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数字生活平台的打造，还将进一步推动

数字化政务服务的转型升级。从“最多跑一

次”到“一次都不跑”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背

后是强大的数字政务技术能力，提高的是老

百姓办事的效率，降低的是社会运行的成本，

转变的是政府的理念。“亲！给个好评吧！”的

用户体验和反馈，将不再局限于网购，也将延

伸到服务的各个领域。

回顾过去，互联网技术在中国发展的几

十年，明显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人上网，第二个阶段是物联网，第三个阶段就

是服务上线。支付宝数字生活开放平台，定

位于“开放”，这一点很关键，互联网发展的前

提就是开放，开放才有未来。

支付宝升级顺应数字生活潮流支付宝升级顺应数字生活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