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告 别 无 接 触
取件货架，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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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武汉来说，
解 封 是 个 新
的 开 始 ，但
是，零新增不
等于零风险，
通 道 解 封 不
等 于 防 线 解
除，城门大开
不 等 于 门 户
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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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在 既 然 有
法可依了，相
关 部 门 大 可
放 心 进 行 依
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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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炳剑 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有关一些小区门

口设置的无接触取件货架的去留问题，引发

了许多人的热议。

前段时间，许多小区都采取封闭式管理，

为减少人员接触而设置了无接触取件货架。

时间一长，很多居民已经习惯在小区门口的

货架上取快递。这种做法在特殊时期的确给

人们提供了不少方便，也保障了众人的安全。

如今疫情高峰已过，无接触取件货架仍

放在一些小区门口，有些堆放了不少长时间

无人认领的快递，个别快递包裹的单据字迹

模糊，无法辨认发件人、收件人、条形码，甚至

出现了四五天没人领走的奶茶之类的餐食。

这种情况给物业管理带来了不少麻烦。

面对这些“死件”，物业人员最头痛的是不知

该怎么处理，如果任由其一直积压着，不仅占

据空间，对小区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如果把它

们处理掉，又怕事后被居民问责。

有多少件无人认领的快递或餐食，其背后

就会有多少起投诉。报道称，疫情期间，对快递

损坏、丢失的投诉在所有投诉中的比例最大。

以前，快递包裹都要求收件人当面签收，

一般很难会出现丢失和损坏的纠纷。但有了

货架之后，很多人虽然接到了快递员的电话，

也会因为一时的“懒惰”，想着“明天再收”，结

果就变成了“想起来了再去拿”。结果，长时

间搁置，难免丢失、损坏。

这些货架被放在小区大门外，而一些物

业不够尽心尽责，即便货架离保安、社工不过

数米之远，却很少对来取快递包裹的人进行

询问、登记和核实。这也给了一些人“顺手牵

羊”的机会，类似新闻屡有报道。即便有监

控，但因为很多快递的价值不高，人们往往会

不了了之。

疫情高峰期，防控是当务之急，即便出现

这些问题，也不能否定无接触取件货架的巨

大作用。如今，各地疫情得到控制，许多小区

已渐渐恢复正常秩序，快递员可以在出示健

康码后进入小区像以前那样进行投递，比如

通过快递柜，比如当面签收。

由此看来，无接触取件货架已经完成了

它那段时间的使命，如今应该“休息”了。

也有人提出，自己早出晚归，只能通过快

递柜取快递，但快递柜往往不够多，保留这些

货架能解决快递柜不够多的问题。但事实上，

许多小区都开展了代签业务，快递员将快递包

裹统一送至物业指定的存放空间，如此，已能

完美解决快递柜不够的问题。

告别无接触取件货架，很难说它今后会

不会被重新派上大用场，但我们希望这样的

日子不再有。

告别无接触货架，告别那段日子

武汉解封，全国的目光都聚焦到 4 月 8 日

零点，时钟敲响的那一刻。

列车重启，高速公路路障撤除，曾经沉寂

的交通大动脉缓缓启动。人们奔走呼告，笑

容重回每个人的脸上⋯⋯数月来，无数人不

止一次梦想这样的画面，而现在它们成为现

实。

就抗疫进程而言，武汉解封是有特殊意

义的。从 1 月 23 日到 4 月 8 日，武汉这座城市

经历了磨难也见证了团结、互助、坚守和担

当，全世界都记住了这座城市的英勇和付

出。武汉一千万人作出的贡献至关重要，他

们无愧于这座历史名城。历经磨难，又重新

出发，正是人们对这座城市最真诚的企盼。

可是就疫情而言，武汉解封远远不是抗

疫的终点，更不能轻言成功。

一个原因当然是疫情还没有结束，境内

还时有零星散发病例。比如，4 月 4 日 0—24

时，广东新增5例本土病例，而广州市越秀区、

白云区，深圳市宝安区，揭阳市惠来县等 4 个

区疫情风险等级由低风险调整至中风险。这

样的反复可能也会在别的省份上演。

另一方面，境外输入以及无症状感染者

这两个现阶段最大的隐患也未解除。根据武

汉市卫健委的信息，从数据上看，武汉实现了

清零，比如，4 月 5 日 0 时至 24 时,全市新增确

诊病例 0 例，新增疑似病例 0 例。但隐患依然

存在，比如 4 月 5 日这天武汉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34人。

从全国形势看，也不能轻敌。根据国家

卫健委的消息，4 月 6 日 0—24 时，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 30 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

染者1033例（境外输入275例）。

对武汉来说，解封是个新的开始，但是，零

新增不等于零风险，通道解封不等于防线解

除，城门大开不等于门户大开。疫情带来的阵

痛不是一时半会能解除的，需要有心理准备。

对日常生活的管控放松了，但疫情防控不能放

松，还需要有序地安排工作生活的节奏。守牢

对病毒的防线，对武汉而言至关重要。

对全国而言，武汉解封给了我们战胜病

毒、大步前行的勇气，在这样的精神鼓励下，

更需要维护好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

控、有效救治的常态化防控机制。比如，浙江

就提出，鉴于武汉通道管控即将解除，在保证

人员通畅流动的情况下，为有针对性地加大

无症状感染者筛查力度，浙江省决定对近 14

天来自武汉地区人员开展必要的核酸和血清

检测，相关信息将纳入健康码管理。

这就是科学的应对：解封不等于解防，更

应认真仔细对待。这段时间，多地出现一些

人员聚集情况，黄山等一些景区甚至出现人

群拥挤的场面，显然不利于疫情防控。4 月 3

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

辰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目前疫情防控效果

明显，但对新冠病毒的认识还远远不够，还要

对疫情是否反复保持足够警惕。

内防反弹、外防输入，这需要防控部门和

每个公民一起行动起来。疫情还未结束，大

家仍需努力，做好个人防护尤其重要，正如钟

南山所言：不管是在家、公司或者是公共场

所，保持一定的距离非常重要。

武汉解封，并非防线解除

据央广网报道，为严厉惩戒破坏文物的违

法和不文明行为，《关于对破坏八达岭长城景

区文物行为的惩戒办法》自 4 月 6 日起正式实

施。根据《惩戒办法》，八达岭特区办事处对刻

划、故意损坏等七类破坏文物行为给予相应的

行政处罚，构成刑事犯罪的交由公安机关依法

处置。对于破坏文物和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不文明旅游行为，还将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纳

入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限制购票参观。游客

不文明行为记录“黑名单”将定期对社会公布。

一些游客在长城上刻字的不良行为由来

已久。3月28日，八达岭长城恢复开放的第一

天，就有人在墙体上刻字了。甚至在 4 月 6 日

《惩戒办法》正式实施的当日，工作人员还当场

查获两名男子在一块城砖上刻上“四川”二字。

八达岭景区依据《惩戒办法》第六条规

定，将刻划男子及同行掩护人列入了景区“黑

名单”，限制其购票参观资格，并交由公安机

关依法处置。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违法人员李某做

出行政拘留5日并罚款200元的处罚。

有网友提出疑问，为什么不照《惩戒办

法》说的按“构成刑事犯罪”处理？

网友的强烈情绪可以理解，因为长城是

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和无与伦比

的文化景观，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但

毕竟“构成刑事犯罪”必须满足刑法规定的几

个要件，缺一不可，此事是否构成犯罪或许让

刑法专家来探讨更好。若构成犯罪条件，希

望能执法到位。

还是来看看长城的现状。它并不乐观，

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说，“如今长城上

密密麻麻的刻字，想要修复难比登天。如果

把它磨掉，长城砖就被破坏了；如果抹上一层

盖住，长城整个风貌就被破坏了。”

从前几年的情况来看，仅仅依靠“旅游黑

名单”压制不住这种破坏行为。早在 2015 年，

国家旅游局就公布施行《游客不文明行为记

录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损毁、破坏文物

的游客应当纳入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即“游

客黑名单”。2017 年，八达岭长城特区办事处

推出了黑名单制度，一旦发现游客刻字，会将

其纳入区旅游委不文明游客黑名单。然而，

类似事件还是屡禁不止，说明这样的处理起

不了多大的震慑作用。

这次，有关方面照新出台的《惩戒办法》，

对违法人员加大了处罚力度，相信对一些素

质不高的人能起到震慑作用。

从网民的评论来看，大多数支持对此类

损害文物的行为作出严厉处罚。现在既然有

法可依了，相关部门大可放心进行依法处理。

保护长城有法可依，还须执法到位保护长城有法可依，还须执法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