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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给我夹菜，我是吃还是不吃？”在跟大人一起吃饭时，小朋友是不是

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这个灵魂拷问，昨天也出现在“5·11 我

‘筷乐’——‘小手拉大手’全民公筷特别行动走进校园”杭

州市长江实验小学的活动现场。

该活动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明办指导，

由浙江传媒学院、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市文明办和钱

江晚报社共同主办。

杭州市疾控中心所长朱冰在现场给小学生们播放

了一段钱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此前采访的实验视频后，孩

子们心中已有答案。

奶奶给我夹菜，我吃还是不吃
这个灵魂拷问，在这个特殊的课堂上找到了答案

本报讯 党员“云交流”，学习不冷场。

近日，杭州北山街道联合西湖区普法办，开展

“两新”党组织的线上法律知识培训，同时也将党员

春冬训课程架到网络云端，为本年度党员学习教育

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今年初疫情突袭，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巨大

冲 击 ，企 业 发 展 中 碰 到 的 一 系 列 法 律 问 题 也

由此引发。

北山街道为助力企业复产复工，保障企业权

益，联合西湖区普法办邀请到专家律师带来“疫情

影响下的企业法律风险思考”云课堂，助推党员学

习“不断线”。

专家律师帮助分析，企业如何平稳度过此段危

机，并从专业角度为企业讲解如何有效融资、降本

增效、应急止损等等。

本报通讯员 周洁栋 钱冰冰

专家律师坐堂
北山街道“云课堂”助推企业加速跑

本报记者 孙燕

一份委员提案
促成一次公筷落地活动

“5·11”，本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在不久前

的杭州市两会上，杭州市政协委员、浙江传媒学院

教授葛继宏在提案中建议，启动“5.11 我‘筷乐’

─‘小手拉大手’行动”。

活动现场，钱报记者见到了葛继宏委员。他

说，“5.11 的‘5’，就是我，‘11’代表一双筷子，之

前在杭州市两会上提出的一份提案，没想到这么

快就落地了。”

活动选择在杭州市长江实验学校开展，也是

有原因的。校长吴聪慧告诉钱报记者，他们学校

正在弘扬“文明餐桌”，推广使用“公勺公筷”，通过

“携手1+6”、“小手拉大手”的途径，带动更多的家

庭成员加入到使用“公筷公勺”中来。

一位前来参与活动的嘉宾了解到学校的情况

后，也忍不住为学校的做法点赞。

“一个孩子可以带动6个大人，爸爸妈妈爷爷

奶奶外公外婆，由孩子来带动效果会更好。”这位

嘉宾告诉钱报记者，目前在餐饮单位使用公筷已

经推广得很好了，但在家庭中的推广还是有难度

的，尤其年长的人，但是由晚辈来倡导这一理念，

能起到不错的效果。

“孩子的话，父母或者爷爷奶奶一辈更愿意

听，也更容易接受。”葛继宏委员说，这次活动就是

用“小马拉大车”的形式，从孩子的教育入手，培养

孩子养成使用公筷的意识和习惯，让孩子们“小手

拉大手”，推动公筷在家庭中的使用。

“我外婆之前肠胃一直不舒服，后来去医院发

现有幽门螺杆菌，从此之后，家里就开始使用公筷

公勺。我们家已经坚持很久了。”长江实验小学的

毛同学说。

毛同学的外公王大伯告诉钱报记者，他们家

有一双公筷，筷头上是有颜色的，这样可以跟其他

筷子区别开来，“不会夹着夹着就往自己嘴巴里

放，回过神来才发现公筷不见了。但是要每人每

次吃饭都放两双筷子，一双自己的，一双公筷夹

菜，这样比较麻烦。”

该校一年级夏同学带着强大的亲友团来到了

活动现场，她跟钱报记者说：“我有自己的餐盘、筷

子和勺子。以前，我在家都是听爸爸妈妈爷爷奶

奶外公外婆的，在这件事上，我希望他们都能听我

的。”

夏同学的妈妈认为，在家庭中，全面铺开使用

公筷公勺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毕竟习

惯养成没这么快，但孩子们是容易接受新鲜事物

的，从他们这一代开始倡导，慢慢到爸爸妈妈这一

代，以后肯定能跟斑马线让行一样普及开来。

一堂特殊的公开课
“灵魂拷问”迎刃而解

《6 道菜，11 个专家，48 个小时等待，为了

⋯⋯》，最近，这篇消息在全国范围内纷纷被转发，

这是一次使用公筷与非公筷的对比实验，由钱江

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联合杭州市疾控中心用科学

的态度，来解读公筷的意义。

活动现场，长江实验小学的孩子们也发出了

类似“奶奶给我夹菜，我是吃还是不吃”这样的灵

魂拷问。

杭州市疾控中心朱冰所长走上前台，带着孩

子们做了一个不使用公筷的菜和使用公筷的菜中

的细菌含量的检测实验。实验结果令人震惊，两

者的菌落总数最大相差250倍。

在这堂特殊的公开课上，让孩子们收获了很

多。

杭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钮俊

也来到了现场，分享了他的想法。他认为，“疫情

暴发以来，很多人会思考自己的行为习惯，思考人

的生命健康安全问题。在这其中，不乏一些好的

做法，应该将它们固化下来，比如餐桌上使用‘公

筷公勺’的倡议。从杭州来说，各方形成了一股合

力，不仅发动了广泛的宣传，还从措施上积极跟

上，商务、卫健、教育等部门已行动起来，共同倡导

使用‘公筷公勺’。”

钮俊说，通过“小手拉大手”推进“公筷行动”，

他觉得很有意义的，“小朋友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并积极推动，让家里大

人们也一起行动起来，小手拉大手，可以有利地促

进公筷公勺进家庭，破解这一难题。”

同为政协委员的浙江传媒学院动画与数字艺

术学院院长丁海祥教授也积极响应，组建师生团

队设计了两个可爱的卡通形象代言人，取名为“筷

筷”和“乐乐”。

设计团队师生为“筷筷”和“乐乐”创作了不同

的造型，其中一组造型参考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

题材，另一组造型为活动现场展示的孩童版的‘筷

筷’”、‘乐乐’形象，这组形象以提倡传统文明礼仪

为出发点，设计了两个像是古代私塾中的小孩，乖

巧知礼，与“筷子”作为华夏饮食文化的标志，相映

成趣。

钱江晚报联合杭州国大城市广场，正在发起一

场“杭州城市心情实验”夏季版，在国大城市广场一

楼大厅找到“杭州城市心情实验”装置，就有机会领

取限时公筷福利。

正值中午就餐时间，不少市民走进商场后被紫

色和黄色相间的装置吸引，拿出自己的手机参与互

动，领取“杭州四宝”之一的天竺筷。他们中有来国

大逛吃的闺蜜，有送餐经过的外卖小哥，还有很多商

场的工作人员，纷纷用自己的行动表示了对公筷活

动的点赞和支持。

刚送完餐的外卖小哥小王，头戴头盔穿着工作

服，从活动现场路过。当他得知是倡导公筷的活动

时，竖起了大拇指：“这个筷子蛮好的，现在疫情还未

完全解除，外面用餐什么的还是要注意的。就算吃

外卖备一双筷子也比用一次性筷子要环保。”

来国大逛街的王大姐是钱江晚报的忠实粉丝，一

看到活动海报，就热络地跟我们聊了起来：“这个公筷

活动我之前就在手机APP上看到过的，我肯定非常支

持，现代人是有必要养成卫生健康的用餐习惯。”

活动临近结束时，一位商场工作人员来打听：

“我好多朋友看我发了朋友圈的海报都想参与，这个

活动明天还有吗？”

因工作无法赶到现场错过线下活动的小伙伴，福

利来啦：从今天开始，来国大城市广场打卡“杭州城市

心情实验”，并扫描二维码上传图片至钱江晚报小时

新闻客户端，就有可能得到一副精美的天竺筷。

本报记者 宋芷萱 卢瑶瑶

参加下面这个活动
有机会领取公筷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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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我‘筷乐’”活动现场丁海祥团队设计的“筷筷”“乐乐”动漫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