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各地纷纷推出优化疫情防控政

策，政策优化调整期，民众反应不一，解读

各有不同，这并不奇怪。例如，对于如何做

好个人健康防护，是否要紧急囤药，抢购连

花清瘟胶囊等对症药品，网上说法不一。

连日来，多个囤药清单和新冠吃药顺序图

更是广泛流传，一些药店的相关药品被抢

购一空。

这三年，全球笼罩在新冠阴影下，对病

毒的恐慌，必然传导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政策的变化会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加上

中国人向来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于是

囤药潮也就出现了。而一些不良商家囤积

居奇借机涨价，更是加剧了这种恐慌性

抢购。

适当的囤药并无不可，这也是防范风

险的举措之一，但大家也应该认识到，优化

并不意味着放开，更不意味着医疗系统放

弃救治，哪怕你万一感染，政府和全社会也

不会弃之不理。简言之，面对病毒，你并不

是一个人在战斗，过度囤药，真没必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病

科主任盛吉芳也从专业角度给了说明：囤

药不科学，而且没有必要。每个人体质不

同，该吃的药也不完全相同，治疗要根据每

个人的身体状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

且，药品都有保质期。总的来说，要科学合

理按需买药。

盛主任的回应，为公众理性购药提了

醒，当前公众对于奥密克戎的致病力、传染

性都尚存疑虑，某种程度上理性备药是可

取的，但也不能盲目囤药、跟风抢药，甚至

随意吃“预防药”。要知道服用药品个体反

应差异很大，跟风用药、吃药，一旦有人对

特定的药品过敏，就可能引致严重后果。

针对当下医疗药品市场的火热，12月5

日晚，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及时发布了

关于医疗药品及用品价格行为提醒告诫

书。强调相关医药厂商，不得借疫情防控

之机大幅提高医疗药品及用品的销售价

格，不得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以

及散布涨价谣言等，以规范市场行为，保障

药品价格稳定。相信相关的药品不久后都

能买到，囤药就更没必要了。

就当前的形势而言，预防依然是最好

的手段，坚持“戴口罩、勤洗手、不扎堆不聚

集、保持安全距离”等良好防护习惯，最大

限度降低感染风险，才是现下防护措施的

首选。除此之外，积极接种疫苗，按要求接

种加强针，也是降低重症率的重要手段。

退一万步说，即使染上了奥密克戎，也不要

乱投医、乱用药，按照防疫原则要求，遵循

医嘱，按照正规治疗方案接受诊治，才是科

学、理性的防疫手段。

过度囤药，真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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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留意钱江晚报的“小店写真”公

益活动。之前的报道说，记者给 50 家杭州

小店拍了 300 多张照片，从中选出了 50 张

写真，即将在小店展览中与大家见面。被

报道中的一句话提醒，感到这个“小店写

真”活动非常有价值，对这些小店店主来

说，很有意义。

50 家小店中，有一家是三墩镇圆子

店。蒋建法夫妻看到照片百感交集：“从来

都是认认真真埋头干活，也没想过认认真

真拍过照片，想不到干活中的自己这么好

看呢！”最后这句话，让人有些莫名感动。

听得出来，蒋建法看到照片中的自己，

更有自信心了；下意识中，他的自我评价提

升了。这种意识，对温饱已经无忧的普通

人来说，很重要。

不知道自己在干活时这么好看，是因

为没有时间看自己，顾不上看自己。蒋建

法是做圆子给人吃的，别人到他店里来不

是来看老板样子好不好的，蒋建法也自然

没有必要去看自己，日子长了就忘了看

自己。

人注意自己的形象，评估自己好看不

好看，有一个重要原因：顾及自己在别人心

目中的形象。会站在他人的立场看自己，

对自己的评价、判断就多了一个参照。这

个区别，往往与人的阶层差异联系在一起，

因此也与社会评价联系在一起。

记者把照片发给蒋建法，让蒋建法看

到记者眼中的自己，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

自己，而看到的是：劳动中的自己很好看！

大概是这么多年来蒋建法第一次觉得自己

好看，觉得劳动很好看。照片激活了他的

自我意识，把自己当作审美对象，而不是做

圆子的“工具”。如果“小店写真”这个活动

能让蒋建法觉得自己好看，同时也让人们

知道蒋建法们很好看，就已经值了，何况把

50 家小店主人的“好看”推到杭州市民面

前，让人们知道他们的“好看”，这是多么打

动人啊！

促成人与人的沟通，互相了解和理解

融合，让人们悲欢相通，这与救死扶伤一样

功德无量。鲁迅为了让人们悲欢相通，甚

至弃医从文。人与人的隔膜始终让他痛

心。中年闰土见到儿时的玩伴叫他“老

爷”——“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

障壁了”。而闰土的儿子水生与宏儿成了

好朋友，“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

膜起来⋯⋯”

媒体人的使命，在“媒”——让人和人

联系起来，连接起来，而不是分裂开来；让

人们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隔阂；让人成为

人，而不是让人物化、工具化。“小店写真”

的价值就在这里。

努力打拼，真的好看

“ 小 店 写 真 ”
这 个 活 动 让
普 通 劳 动 者
觉 得 自 己 好
看，同时也让
人 们 知 道 他
们 很 好 看 ，
值！

年关临近，一些视频和消息显示，某

个传言中的江湖神秘组织游荡在部分小

区内，挨家挨户敲门询问是否需要清洗油

烟机，难道真的是人贩子为拐卖儿童在

踩点？

上海辟谣平台对此作出了澄清：相关

推销人员与拐卖儿童无关。据上观新闻报

道，12 月 5 日，上海市公安局通过微信公众

号“警民直通车”通报了一起免费清洗油烟

机骗局。浦东分局蔡路派出所辖区有居民

反映，楼栋内出现多名可疑人员，对方自称

“油烟机清洗员”，以“公司有活动”“免费清

洗”等口号进行上门服务。

警方经过查对发现，这家专门从事油

烟机清洗的“公司”暗藏玄机，并逐步查清

了以张某可为首的诈骗老人团伙。

清洗不要钱，活动机不可失⋯⋯吹到

天上去的一整套话术，让不少老人毫不犹

豫将人带进家中。只是没有想到，等待他

们的不是馅饼，而是陷阱，最后不得不天价

消费，少则几千元，多则数万元不等。说好

的免费呢？

实际上，以“免费清洗油烟机”为噱头

的推销，并非是新近才有的。这帮人盯上

的，大多是独自在家的老人，或是独居的女

性。而年关将近，此类骗局更为集中多

发。因为此时，正是家里需要大扫除的时

候，也恰好是清洗油烟机的最佳时机。

梳理近年来的相关事例发现，此类推

销，往往具有一些共同套路：先给些甜头获

取老人信任，再伺机实施诈骗。保健品骗

局也好，养老院骗局也罢，都不外如是。而

且诈骗老年人的手段越来越多，花样百出，

一些骗术还呈现出有组织、有预谋的趋势。

从上海警方公布的案例看，此前还有

诈骗分子冒充居委会工作人员“免费清洗

油烟机”，实则推销高价清洁剂，真是令

人防不胜防。

老人退休后，接触社会面机会变少，信

息接收减少，情感较为孤独，而手头又往往

有些余钱，很容易成为不良分子盯上的“肥

肉”。一些心怀歹意的人，打着敬老爱老的

旗号，表面上热情周到，实则藏着不可示人

的歪心思。世上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所谓的免费上门清洗油烟机，这样的免

费，其实是最贵的。

忽悠，接着忽悠，然后就有老人上当

了。希望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少。身为年轻

一代，要听警察叔叔的话，多关心身边老人

生活，及时提醒，多加照顾。为人子女者，

更应如是。

有些老调，真得重弹有些老调，真得重弹

身 为 年 轻 一
代，要多关心
身边老人，及
时提醒，多加
照顾。

面对病毒，你
并 不 是 一 个
人在战斗，过
度囤药，真没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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