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只是工具，技术的进步

能在多大程度上惠及普通百

姓，还是要看城市管理者如

何用好这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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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陈薇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所研

制的重组新冠疫苗获批启动临床试验，这是

国内第一个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新冠疫苗。

据新京报等媒体报道，3月20日，新冠疫苗一

期临床试验开始人体注射实验，志愿者为武

汉地区常住居民。这其中就有武汉大学保卫

处的任超，任超在劝服妈妈同意自己报名参

加志愿者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始终记得一首

曾在部队时唱的歌：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挺起

胸膛站排头”。

当下，新冠病毒虽在国内遭遇有效阻击

而停下了脚步，但是在其他很多国家却呈现

出流行的势态。钟南山说，战胜新冠病毒，不

能靠集体免疫，疫苗才是解决新冠肺炎的根

本。特别是在我们中国，地方很大，人员流动

也大，如果稍不注意疫情可能就会死灰复

燃。对待疫情，大规模使用药物控制是不可

能的，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接种疫苗，疫苗是终

结新冠肺炎疫情最有力的科技武器。

但任何一种药物，要进入使用阶段，必须

经过动物试验、人体实验和临床阶段，才能保

证质量和安全。疫苗又有别于一般药物，它本

身就是病毒。除了少数灭活疫苗之外，几乎都

是有活性的疫苗，都是利用病毒本身的S蛋白

“以毒攻毒”，刺激起人体免疫保护机制，从而

产生针对病毒的保护性抗体。所以，自愿注射

疫苗，并不是如吃螃蟹那么简单。何况接种疫

苗后还需要需隔离 14 天，每天要汇报身体数

据，隔离结束后还要接受半年随访。

志愿者们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甘当科

研成果的试金石，这是一种为科学献身、为人

类献身的英雄精神。一项科学发明的成功，

除了有科学家的研究之外，往往还需要有一

批勇敢的人来进行试用。其实任何一个成

功，背后都有默默无闻的奉献者。

任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疫情发生后

全国都来武汉帮助我们，救我们，医护人员几

个小时不吃不喝在这里工作”，他很想报答大

家援助武汉的恩情。他报名成为新冠疫苗试

验志愿者还有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做一件

可以让自己骄傲的事”。

任超等志愿者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骄

傲。有朝一日，当新冠疫苗成功投产，救苍生

远离病毒折磨之时，这功劳也有他们的一份；

哪怕这次没能成功，至少他们构成了通往下

次成功之巅中的一个台阶。英雄不一定站在

高高的山顶，其中很多像他们一样，隐身于我

们这些普通人之中。

英雄就在我们普通人中间

就个体来说，自觉遵守法律

法规和社会公德，不随意停

放车辆、不妨碍他人通行，应

该成为共识。

本报评论员
高路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近

日，杭州公安首次公布了今年 1—2 月被通知

移车次数为前 20 位的车辆信息和被通知移

车次数前 10 位的小区名单。比如，余杭区桃

源小镇被要求移车 392 次排在第一位，萧山

区绿都湖滨花园被要求移车 368 次排第二，

西湖区古荡新村366次排第三。

虽说被通知移车的原因并不一定就是乱

停乱放，但次数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

够反映出问题的严重与否。有了这次曝光，

哪些小区的乱停乱放现象比较严重、哪些车

主的行为不够自觉，大家都一目了然。

这不仅是一次露丑，也是一种警示和诫

勉。尤其是对那些被曝光的小区来说，这其

实是对他们管理短板的一次曝光，可能会影

响到人们对它们的观感，从而影响到口碑。

对挪车次数较多的小区进行曝光，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督促相关责任人进行整改和进一步

加强管理。

可以说，这次曝光所释放出的信号重大，

意味着杭州在解决乱停乱放这一老大难问题

上，正在尝试新思路，寻找新突破。

随着车辆保有量的不断增加，停车难的

问题日益显现，由此带来的乱停乱放问题

也越来越明显，一定程度上甚至还成了影

响社会安定的不利因素，因为挪车问题而

发生冲突的案例，近年来屡见不鲜。据了

解 ，2019 年 ，杭 州 市 共 成 功 移 车 240 余 万

起，这一数字从侧面反映出乱停乱放问题

的严重性。

现实中，在处置乱停乱放的问题时，很多

时候存在无法及时处理的尴尬局面。有的车

主故意不接挪车电话，或者接了却不来挪

车。比如，在这次曝光中，萧山衙前镇车牌浙

DB**E5 的小车短短两个月内被要求移车 27

次，但仅仅只有8次同意移车。

从这个角度来说，要解决好乱停乱放的

问题，曝光“黑名单”只是走出了第一步，后续

还需要进一步出台更有针对性、更为精细化

的举措，形成一套“疏”和“治”相结合的系统

化的治理模式。

从根本上说，之所以出现乱停乱放，除了

管理短板的因素外，最关键的还是车位供给

不足的问题。比如，在这次被曝光的小区中，

萧山区绿都湖滨花园因被要求移车 368 次而

排第二，属于乱停乱放现象比较严重的小

区。据该小区居民反映，由于小区位置偏远，

公共交通不完善，居民出行靠自驾，车多而车

位不足，再加上管理不严，才有了乱停乱放的

现象。因此，改善该小区的公共交通，或者增

加小区车位的比例，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

键所在。

在当前小区里车多而车位少、无法马上

增加车位的现实情况下，应进一步加强和发

挥小区物业或业主委员会在处理挪车问题上

的作用。比如，是否可以考虑将有关挪车内

容写进业主公约，又或者允许业委会事先收

取一笔“挪车押金”，在规定期限内，多次影响

他人出行而不肯挪车的业主，押金扣除，并纳

入业委会费用池，以此来达到一定的约束效

果。

而就个体来说，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社

会公德，不随意停放车辆、不妨碍他人通行，

应该成为共识。在万不得已时，请在车上留

下号码，在接到挪车电话时，及时接听并配合

移车。毕竟，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

移车排行榜，曝光的是品行移车排行榜，曝光的是品行

这两天，公告学校复课的省份越来越多，

杭州的学校也陆续做起了开学准备工作。不

过，孩子没有健康码，接送孩子的爷爷奶奶也

没有健康码，如何保障一老一小的健康安

全？不用担心。这一次，杭州再一次走在了

全国前列。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杭州

打通“市民卡+健康码”系统，在全国率先推

出“卡码合一、刷卡读码”模式。只要你为家

里的老人和小孩代办申领健康码后，他们只

需刷一下市民卡，即可显示健康码颜色状

态。

卡码合一，老人和孩子自然是最高兴

的。孩子稍小一点的没有手机，一部分老人

则不怎么会用智能手机，这样的情况居家状

态影响不大，可一旦社会恢复正常运转，走入

城市生活中，问题就来了，没有健康码出行可

能受阻，很多场所可能进不去。

杭州这一解决方案非常具有针对性。技

术进步一日千里，总有一些群体和个人因为

各种原因而滞后于技术的进步。杭州市民卡

和杭州通长者卡覆盖 256 万老人、150 多万少

儿，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其中哪怕只有极

小的一部分不会或者无法使用手机，受影响

的人群就不是小数目。好的技术应兼顾这种

需求，努力消除不同人群使用新技术的障

碍。卡码合一就是技术的创新使用，如果技

术创新仍不足以解决问题，那么人工通道就

不能轻言放弃，比如银行的柜台服务。线上

和线下融合，最终要看的还是提供了多少方

便，惠及了多大的人群。

对这两个群体以外的市民来说，同样也

是好消息。据杭州发布的消息，此前，杭州健

康码上线了交通出行、看病就医、景区预约等

公共服务功能，今后健康码应用场景会越来

越多，将逐渐融入市民生活，开启杭州健康码

的后疫情时代的场景应用。

简单地说，就是杭州健康码要从疫情防

控的“晴雨表”，变成人民健康的“防火墙”。

比如，你可以用健康码看病拿药结算一站式

就医，也可以通过它向专家咨询你的健康状

况，请专家为把脉，提出你的专属养老和就诊

建议。通过它，你可以安心找保姆，也可以查

看想去的餐厅厨师有没有健康证以及餐厅的

卫生安全等级。

技术进步呈现出的无限可能让人惊叹。

它不仅方便了群众方便了社会，让每个人从

中受益，也简化了手续、提高了办事效率和城

市管理效率，降低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从这

个角度说，健康码升级的实质其实就是为人

民服务，让要开的证明少一点，让盖章审核的

事少一点，让老百姓办事少跑点腿，甚至不用

跑腿。

而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其背后展现出

来的服务型政府的担当和作为。技术只是工

具，技术的进步能在多大程度上惠及普通百

姓，还是要看城市管理者如何用好这个工具。

好的创新，就该惠及更多人好的创新，就该惠及更多人

英雄不一定站在高高的山

顶，其中很多像他们一样，隐

身于我们这些普通人之中。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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