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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11 月6 日，在呼和浩特市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就科学精准细致做好社会管

控工作，提出“七个不准”，其中一条：不准对

居民户门一封了之、单元门一锁了之、小区

大门一关了之。

这是之前发生的女子坠楼事件后，当

地对疫情防控措施打 上 的“补丁”、筑起

的防火墙，更是对一些官员和基层工作

人员错误的疫情防控思维的纠偏。这起

发生在呼和浩特的坠楼事件，让人痛心，

引发全国关注、反思与呼吁。

我们尚不知道此次呼和浩特这位焦虑

症患者跳楼自杀的直接诱因，但将单元门

封闭起来不让人出入的做法肯定属于防疫

过度，这与国家防疫政策完全相违背。早

在 9 月 29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疾控局传防司司长、

一级巡视员雷正龙就已宣布：“集中或居

家隔离时不得采取外锁门方式。”毕竟一个

人除了配合防疫工作外，还有很多方面需

要和外界及时沟通并取得帮助，包括战胜

病毒以外的其它疾病。

既然高层三令五申明令禁止，可为什么

一刀切的僵化刻板防疫却在各地方屡禁不

绝？诚然我们能够部分理解，一些基层人员

在面对“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工作强

度，压力较大，但将单元门一封了之拒不开

门的机械做法，更反映出某些干部心底的不

担当症结。相比较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他

们最担忧的是问责风险，更关心自己的官帽

子。11月5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

闻发布会，点名批评多个城市，并且指出，防

控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严重违背了

科学精准防控、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

展的要求，是严重的形式主义。我国的防疫

总方针是动态清零，但有些地方动不动就搞

一刀切，新增几例就全城静默，随意封路甚

至焊死楼道门，入室消杀横冲直撞，特殊群

体就医甚至救命都可以不管不顾。难道把

门打开就那么困难？我们抗疫的最终目的

不就是挽救生命吗？

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多次强调，不能把疫

情发生地人民群众当成单纯的管控对象，更

不能把人民群众放到防疫的对立面，而要充

分了解人民群众的困难和需求、兼顾民生，

团结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共同参与防疫。

在尽量不影响民众正常工作、生活、就医的

前提下，以最小化的成本保障民众安全。最

重要的是，无论何时都要给生命留有“应急

通道”，这不仅仅是给老百姓释放安全感的

信号，更是生命至上的基本要求。

不担当的症结，要一刀切不担当的症结，要一刀切

动车上，一男子看到一位没有座位的孕

妇反复蹲下、站起似乎很痛苦的样子后，便

让一个有座位的年轻小伙子给孕妇让座，且

全程用手机录像。

此事曝光后，引来一些质疑的声音，有

网友认为该男子是“慷他人之慨”，存在道德

绑架。但也有网友表示，让座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该男子原本就已让座给他人，再

次帮助孕妇表明其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值

得点赞。

新闻中这位孕妇反复蹲下站起，似乎很

痛苦的样子，其他乘客的确不应该视若无

睹。虽然让座遵循的是自愿原则，法律也从

来没有规定必须让座，但一个社会，互相帮

助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因素。

扶弱济困，这是身为社会一员该有的意识。

男子能身体力行值得点赞，可是他采取

的方式却存在很大的问题。

不能忽视事情发生的背景是在动车

上。动车跟普通公交车、地铁不同的是乘

坐时间比较长，有没有座位影响比较大。

通常动车票是一座一票。我想那些之所以

没让座的人应该也有相当的比例持这样的

观点，沉默更多的是表达对这位乘客做法的

不理解。

当然，还有种情况是，事情紧急，不得

不买无座票。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

是上了车以后找乘务人员帮忙。通过乘务

员来与大家沟通交流，可以避免无谓的争

执，相信真有需要的话，大家还是会伸出援

手的。

如果讨论问题时忽视了这些细节，一味

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他人进行道德绑

架，难免底气不足。而且，用录像的方式，不

尊重他人，就更容易引来反感了。

让座是美德，但不让是不是一定是道德

出了问题，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

概而论。比如被要求让座的人自己身体不

舒服、身体不便等等。座位还跟资源紧张、

资源分配不尽合理有关。不要每次都把让

座问题简化为道德问题，这并不公平，也无

助于问题的解决。

更需要指出的是，让座是美德，把美德

当成义务，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只会

让事情变得更糟。至于用不文明的手段追

求文明，更是南辕北辙了。

当然，如果这是自导自演的一出戏，那

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美德不能靠绑架

学生和校长在运动场上PK是一幅怎样

的场景？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报道，从原

安吉路实验学校校长黄雄接受学生挑战俯

卧撑、平板支撑开始，最近几年，杭州校园里

主动接受学生挑战的校长越来越多，校长当

擂主也越来越风行了。

在很多过来人印象中，校长与普通学生

之间的距离似乎挺远的。如果可以和校长

零距离地进行平等切磋，学生内心的激动可

想而知。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挑战校长”

不只是好玩，有意思更有意义。

首先，“挑战校长”彰显了学校对体育锻

炼的重视。校长是一所学校的灵魂，其一言

一行都会对师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接

受学生的挑战，看起来只是一桩小事，但其

传递的信号可谓不言而喻。“平常同学们对

校长有一定的敬畏感，挑战校长能激发大家

的运动热情，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最

早接受学生挑战的黄雄校长，一语道出了个

中真谛。

强身健体的重要性谁都知道，但因为忙

于工作学习，很多人往往有意无意地牺牲了

锻炼的时间。接下“挑战书”，无疑可以倒逼

校长和学生坚持锻炼，促进师生身心健康发

展。

值得一提的是，“挑战校长”并不是限

定于特定的几个学生，所有学生都可以凭

一己之力或集体对校长下“挑战书”。不管

有没有挑战成功，都可以在自己的学生时

代留下值得铭记终生的一页。青春年少的

孩子，本来正处于争强好胜的年龄，怎会不

被激发起内心深处的挑战欲？甚至有不少

老师也在办公室里锻炼起来，准备合适的

时候去挑战校长。一旦人人争相参与，营

造良好的运动氛围自然不在话下。如果说

体育运动会主要是一部分特长生竞技的舞

台，那么日常化的“挑战校长”，则是全员参

与的嘉年华，两者都能对学校体育运动产

生积极向上的作用。

其次，校长上擂台不只是对校园体育的

推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成人礼。“挑战校

长”是挑战权威的一种表现，是一种自我意

识的觉醒，通过挑战孩子们向外界证明自己

具有和大人“平起平坐”的能力，这在青年成

长过程中本身就具有积极的意义。

挑战成功固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信、

自主，即便没成功，也会让孩子在自我突破

中获得成长。丁兰实验中学一位性格腼腆、

平时运动不多的九年级男孩，虽然两次在 1

分钟定点投篮项目上挑战女校长铩羽而归，

但“屡败屡战”的勇气本身就是最大的收

获。家长发现，孩子不仅参加体育锻炼的积

极性明显提高，而且胆子也大起来了。

学生们通过“挑战校长”实现了挑战自

我，希望更多的校长也能勇于挑战自我一起

来“吃螃蟹”。

师生挑战，值得鼓励

不 要 每 次 都
把 让 座 问 题
简 化 为 道 德
问题，这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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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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