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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今冬疫情形势的严峻，全国各地提

高了风险防御等级。浙江省内各地纷纷发出

号召，倡议外来务工人员留浙过年。

值得提醒的是，新时期的外来务工人员，

钱已经不是他们外出打工的唯一决定因素。

一年工作下来，他们辛苦了，也想开开心心轻

轻松松过个年。因为疫情回不了家，我们要

取得他们的理解，用丰富的文化生活来填补

他们思乡的寂寞，让他们能在浙江享受到过

年的快乐。

就企业来说，员工愿意在春节假日里加班，

开出高于平时两三倍的工资是理所当然的；若

员工想休假过年，则企业应该尽力提供适当的

条件，让员工不回老家也能照样愉快过大年。

“留浙过年”，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企业

给一定实惠，社会给更多温暖，才能营造“浙”

里过年的良好氛围，才能让外来务工人员在

浙江感受到年的味道、家的温暖。

要做好这一工作，政府要千方百计创造

条件，助力企业，帮助企业职工过好这个年。

倡议外来人员留浙过年，自然要以关心

和鼓励为主。在这方面，尤其不能光喊口号，

而是要有切实关怀措施。如宁波奉化等地，

给外来人员包了一份春节“四重大礼”，包括

500 元春节消费券、210 元景区免费门票、500

元现金红包等，用真金白银体现当地政府留

人过年的诚意。

各地要在符合疫情防控的要求下，开展

丰富多彩的春节文化活动，比如城市周边旅

游、乡村行等，用浓浓的年味吸引外来人员快

乐地过好这个年。

过去一年国内抗疫取得显著成果，人们

自觉在家、遵守防疫要求功不可没。抗疫有

需要，相信多数人会做出理性选择。从公共

治理的理念出发，政策的推行、社会行为的引

导，应当有公共的关怀、人性的温度。

抗击疫情任重道远，不容有任何闪失。

只有和民众同心，和百姓贴心，想公众之所

想，急人们之所急，才能取得最大社会公约

数，赢得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每个人都能

自觉参与其中。相信今年疫情下外地人留浙

过年，将成为一道温馨的风景！

留浙过年，要送上贴心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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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一个大爷引发了众怒。

日前，一段视频在社交平台疯传。视频

中，石家庄高邑县某社区一大爷不戴口罩强

行闯卡试图外出，并与小区防疫人员发生冲

突。冲突中，他试图抢夺防疫人员手机，并多

次辱骂“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究竟是谁这么豪横？这个大爷是高邑县

文华苑小区居民韩某某，退休前为县公安局

副局长。据石家庄高邑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韩某某违反疫情

防控有关规定，不听从防控执勤人员劝阻，强

行外出并辱骂防控执勤人员，造成不良影

响。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 5 日的

处罚，高邑县纪委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

退休不退“威”的韩某某得到了应有的惩

罚。这种不顾抗疫大局任性耍横的行为，应

引以为戒。配合疫情防控的安排，是每个公

民的责任与义务，谁都没有任性的权力。

去年2 月，北京一男子因对进小区须检查

登记不满，驾车冲撞小区疫情防控检查站，导

致两名工作人员受伤，该男子后被公安机关

刑事拘留；今年元旦，沈阳的林某祥在核酸检

测点插队时引发排队群众不满，林某祥不仅

不听劝阻，且与其儿子林某彬共同殴打执勤

民警，后分别获刑十个月和一年。

现实中，总有人为了一己之利不惜给防

疫添乱，通过这种行为，其自身素养和规则

意识的缺失被急遽“放大”。以不戴口罩强

行闯卡的石家庄韩某某为例，其失范行为在

平时可能没那么大影响，而在特殊时期所产

生的恶果和带来的不堪观感，完全不可同日

而语。

疫情面前，侥幸心理要不得，“大爷心态”

也不可有。病毒无孔不入，更不会为某个“大

爷”绕着走。一个人不遵守防疫规定，一个环

节出现疏漏，都有可能影响大局。一旦真出

了问题，谁都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全民战疫，每个人的理解和配合至关重

要。在参与防疫的过程中，个体应该自觉遵

循防疫规定，容不得半点的任性和无理取

闹。特殊时期需要强化的秩序和规则，需要

我们在公共生活中体现出更多的文明涵养。

值得一提的是，石家庄的这名大爷之所

以引爆舆情，与其退休前担任公安局副局长

这一背景相关。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不仅

如此，有很多网友质疑是不是当年的公职工

作养成了他嚣张跋扈的习性。但愿网友们所

担心的不是真实情况，但这给大家提了一个

醒：公职人员在非常时期更应该以身作则，严

格要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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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0 日举行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

提出，在民事审判领域，人民法院要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司法裁判惩

恶扬善功能，坚决同“和稀泥”做法说不，让全

社会充满正气正义。

应该说，最近几年，全国各级法院作出了

不少拒绝“和稀泥”的经典裁判。比如，在广

州摘杨梅坠亡再审案中，花都区某村村民吴

某私自攀爬该村村委会种植的杨梅树采摘杨

梅，不慎跌落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2020 年

1 月，广州中院再审认为，吴某因私自爬树采

摘杨梅跌落坠亡，行为有违村规民约和公序

良俗，村委会并未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

担赔偿责任，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吴某近亲

属诉请。这样的裁判显现出人民法院拒绝

“和稀泥”的鲜明态度，向社会传导了明确的

是非观和正义观。

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难免会与他人

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而在纠纷解决过程

中，会出现“恶人先告状”“谁弱谁有理”“人死

为大”等潜规则。有些人遇到“谁弱谁有理”

潜规则时自认倒霉，吃亏忍让了事，这无疑是

对法治规则的破坏。

“谁弱谁有理”，不等于真有理。人们希

望纠纷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但遗憾的是，之

前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关部门在评判

是非对错和责任划分时，总或多或少地偏向

所谓的弱者。

长远来看，“谁弱谁有理”的和稀泥式评

判，导致规则错乱，让守规则者的正当权益得

不到有效维护。或者说，规则的评价和指引

作用将得不到有效发挥，人们将对规则失去

信任。要知道，在规则明晰的背景下，任何人

对自己的行为后果都会有明确的预判。但和

稀泥式的处理却导致人们无所适从，不得不

忍气吞声地向弱者让步，进而不再相信能够

保护所有人权益的规则，或者形成负面激励，

让人们从守规则者变异为胡搅蛮缠的“恶

人”。

构建人人受益的法治社会，势必维护规

则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那么，司法机关在纠

纷处理时，就应不偏不倚地秉公司法，摒弃所

谓的“谁弱谁有理”“按闹分配”等畸形规则。

这样才能让所有人的权益不被肆意侵害，也

能倒逼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活动参与者

尊重规则，更能维护所有人的安全。

如今，最高法院强调向“和稀泥”做法说

不，既是对各级法院执法办案的要求，也让各

级法院处理类似纠纷时更有底气。随着类似

裁判的增量，“谁弱谁有理”将向“谁错谁担

责”转变，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死有理”和

“反咬一口”没有市场，进而逐渐形成正确的

是非观。如此，有助于进一步树立起对法律

的敬畏、对司法裁判的信任，形成人心向善的

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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