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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疫情下的社交礼仪之变——

清风拂面文明相伴
本报记者 胡桂芳

以爱之名，温暖一座城

在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中，

峨眉山市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壮

大，志愿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志愿

服务机制不断完善，志愿服务活

力不断被激发，7.5 万余名志愿者

以爱之名汇聚成一缕缕阳光，温

暖着这座城。 （B1版）

连日来，四川省巴中市 15 万

余名志愿者传承雷锋精神，在疫

情防控最前沿，开展各类志愿服

务活动 5.6 万场次，累计服务群

众近 150 万人次。 （A3版）

抗疫一线闪耀“志愿红”

本期
导读

近日，四川省文明办印发《关

于开展“倡导社交文明 加强公共

卫生”倡议行动的通知》，发出“豢

养宠物守规则，拴绳清便见公德”

的倡议，积极引导公民规范豢养宠

物，养成文明好习惯。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丰富和

兴趣爱好的多元化，豢养宠物的现

象变得越来越常见。但相关资料显

示，豢养宠物可能存在风险，比如

狗、猫等宠物本身会携带病原体，

可能会污染人们的生活环境，对人

类身体健康造成危害。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全国多地陆续发布了疫情

期间的宠物管理规范，文明规范地

豢养宠物是疫情防控形势下的必

要举措，对于预防疾病的发生和传

播也十分重要。

事 实 上 ，在 我 们 的 日 常 生 活

中，宠物在小区、广场、公园等地大

小便，破坏公共设施的情形并不鲜

见。一些宠物主人在享受宠物带来

的快乐时，并没有做到文明豢养宠

物，给城市形象增添了不和谐“音

符”。对于宠物主人而言，豢养宠物

的公德意识不能丢：出门遛狗时，

牢 记 给 狗 拴 上 绳 子 ；在 公 共 场 所

时，不放养宠物；外出时，不放任宠

物随意吼叫……宠物主人主动表

现 出 这 些 符 合 公 德 规 范 的 举 止 ，

设 身 处 地 为 别 人 着 想 ，维 护 公 众

利益，维护社会和谐，才有利于公

民 素 质 的 提 升 ，也 有 益 于 城 市 文

明形象的塑造。

“豢养宠物守规则，拴绳清便见

公德”，这句倡议为大众养成文明豢

养宠物的好习惯提供了行动方向。

近年来，全国各地也为强化文明豢

养宠物作出了很大努力，通过制定

行为标准、出台法律法规等措施，对

文明豢养宠物进行引导。可以说，文

明豢养宠物的观念已经渐入人心，

但要真正地在全社会形成文明豢养

宠物的良好风尚，还需要公民进一

步加强自律。

当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形势持续向好，城市生活逐步回到

正轨，部分市民携犬外出时，自觉

给 狗 拴 系 绳 子 ，及 时 清 理 狗 的 粪

便，不聚集遛狗，缩短遛狗时间，回

家后做好狗的清洁和消毒工作，做

到了安全、文明地豢养宠物，这样

的好习惯应长久地坚持下去。

豢养宠物是公民的权利，但也

要履行必要的义务和责任。宠物主

人应依照约定俗成的豢养规则来

规范自身行为，出门主动带好“文

明袋”、牵好“文明绳”，真正地做到

文明豢养宠物，并长期坚持下去，

让豢养宠物也成为“文明的风景”。

“不学礼，无以立。”礼仪不仅是

一个人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的外在

表现形式，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精神面貌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背景

下，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礼仪，正在

不知不觉发生变化。

与熟人见面时，由原来的握手、

拥抱变成行挥手礼、合十礼、拱手

礼；在超市、餐馆等公共场所时，市

民有意识地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

外出时佩戴口罩，打喷嚏时注意遮

掩口鼻……疫情之下，人们的观念

在变，交往模式在变，不变的是文明

始终相伴。

注重文明礼仪“硬
核”防疫

勤洗手、戴口罩、不面向他人打

喷嚏，保持安全距离……在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各地开展了“花式”防

疫宣传，掌握了诸多防疫礼仪，增强

了自我的防护意识。

4 月 11 日，记者在四川成都一

家火锅店门口看到，等待用餐的食

客有序坐在门口板凳上，相互之间

隔开了距离。该火锅店负责人表示，

自火锅店恢复营业以来，该店严格

按照企业复工复产的要求做好防疫

工作，除了定时消毒、量体温、查健

康码、做好信息登记外，还倡议顾客

不论是用餐还是排队时都要保持至

少一米的安全距离。

“和疫情之前相比，现在大家确

实更注重自己的行为了，以前排队

时的‘加塞’消失了，现在大家不仅

能做到自觉有序排队，还能保持一

定的安全距离。”近日，成都市民范

先生告诉记者，这场疫情虽然打乱

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但也让他深刻

地感受到健康社交的重要性，也促

使着自己养成良好的社交礼仪。

“前几天和朋友吃饭的时候发

现，每个座位前的桌子上都放了两

双筷子，一双是个人用筷，一双是公

筷。”河南郑州市民李先生说，随着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郑州餐饮

企业的堂食已经全面放开，“一个

人，两双筷”几乎成了当前市民外出

就餐时的标配。

疫情期间，“公筷公勺”“分餐

制”成为许多人的真切呼声，北京、

上海、四川等地纷纷倡导推广“公筷

公勺”“分餐制”，江苏泰州还出台了

《公勺公筷使用规范》，以此号召人

们注重公共卫生和文明社交礼仪。

疫情下的健康礼仪
重构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

打乱人们生活节奏的同时，也给人

们上了一堂公共卫生科普课。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社交文明的重

要性，全国多地也借着决战疫情的

契机，把文明社交提到更加重要的

议事日程上来，普及文明新理念，重

构健康礼仪。

社交场合讲礼仪，咳嗽喷嚏掩

口鼻、公共场所少聚集，距离一米才

适宜、爱护环境担责任，垃圾杂物别

乱扔、分食分餐早推行，公筷公勺更

传情……3 月 24 日，为引导广大群

众增强公共卫生意识，四川省启动

了“倡导社交文明 加强公共卫生”

倡议行动，并向社会公众发出倡议

书，从社交礼仪、行为规范、日常交

往、爱护环境、卫生习惯等日常生活

的 10个方面，引导社会公众摈弃陈

规陋习、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在

全社会倡导树立社交文明新风尚。

近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

中心原急诊科主任、中国健康管理

协会健康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立

祥围绕拱手复“礼”、口鼻戴“礼”、手

护洗“礼”、清嗓有“礼”、肘臂习

“礼”、鞋底托“礼”、一米见“礼”、降

尘净“礼”等方面给疫情当下的健康

礼仪重构给出了建议。

此外，有专家表示，要让社交文

明深植于人们的心灵，有必要在学

校广泛且深入开展社交文明教育，

有利于让学生从小养成文明社交的

好习惯。

立足长远 延续健康
社交礼仪

全民战“疫”中催生出的文明举

措、自发形成的文明新风值得提倡

和推广，疫情期间养成的文明健康

礼仪应当延续下去。有专家指出，文

明行为的推进是一个系统工程，要

循序渐进地推进和指导，它既需要

环境的营造、浸润，也需要法律的强

制和惩戒。

当前，全国各地通过法律法规

手段多管齐下引导人们延续疫情期

间形成的文明健康礼仪。3月 26日，

《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

进行二审，北京根据疫情防控的最

新现实情况，将“在公共场所咳嗽、

打喷嚏时遮掩口鼻”“患有流行性感

冒等传染性呼吸道疾病时佩戴口

罩”等写入法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

关注。

近日，《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

条例修正案（草案）》在市民应当遵

守的文明行为规范中也增加了一

条——患有传染性疾病时，采取有

效措施防止传染他人。这意味着，流

感患者要戴口罩，传染性疾病患者

要用公筷或分餐等将成为强制行

为，以法律法规的手段增强人们的

文明意识。

文明立法与社会生活的结合，

强化了文明行为的公共价值，也强

化了法律对文明进步的促进作用。

随着各地将文明行为以法律法规的

形式固化下来，被疫情“逼”出来的

文明社交好习惯将落地生根，进一

步提升社会文明水平。

近段时间来，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农民忙于春耕生产，色彩斑斓的田块，线条分

明的田埂，与辛勤劳作的人们构成了一幅秀美的春耕画卷。图为近日，永丰县恩江灌

区七都乡牛山村春耕图。 刘浩军 吴小平 摄

新华社北京 4 月
13日电 近日，一些旅

游景区在恢复开放期

间出现大量游客聚集

拥挤现象，增加了疫

情传播风险，为严格

规 范 解 禁 后 旅 游 景

区管理，确保旅游景

区安全有序开放，经

国 务 院 应 对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感 染 肺 炎 疫

情 联 防 联 控 机 制 同

意，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4月

13 日联合印发《关于

做 好 旅 游 景 区 疫 情

防 控 和 安 全 有 序 开

放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要

坚持防控为先，实行

限量开放。强调各地

在做好旅游景区疫情

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按照分区分级原则，

严格落实《旅游景区

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

施指南》要求，做到限

量开放、有序开放，严

防无序开放。疫情防

控期间，旅游景区只

开放室外区域，室内

场所暂不开放，接待

游客量不得超过核定

最大承载量的 30%，

收费景区在实施临时

性优惠政策前要做好

评估，防止客流量超限。

《通知》要求，要强化流量管理，

严防人员聚集。旅游景区要建立完善

预约制度，推行分时段游览预约，引

导游客间隔入园、错峰旅游，严格限

制现场领票、购票游客数量，做好游

客信息登记工作。要求各地严格落实

旅游车辆防控安全，加强智慧旅游建

设，做到旅游景区流量管理关口前

置，严控客流。要细化管理措施，规

范游览秩序。旅游景区要优化游览线

路，在旅游景区出入口、重要参观点

等容易形成人员聚集的区域配备必

要的人员设备，严格落实体温筛检等

防控措施，加强景区疏导和安全隐患

排查，规范景区管理。

《通知》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

落实责任分工。各地要对旅游景区开

放负主体责任，建立督导机制，切实

加强旅游景区开放和旅游安全检查

工作。要健全部门联动机制，落实落

细防控责任，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及

时妥善处理突发情况。各地要做好宣

传引导，及时发布各类疫情防控指南

和安全信息，引导游客遵守旅游活动

中的安全警示规定，增强防护意识，

配合防控工作，推进文明旅游。

学校体育单项赛事等
大型体育活动
和聚集性活动
将暂停恢复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记者13

日从教育部获悉，为减少人员聚集和

流动给疫情防控带来的风险，教育部

近日印发通知，要求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暂停恢复学校体育单项赛事、综合

性运动会等大型体育活动和聚集性

活动，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通知提出，各地各校要针对疫情

防控要求，统筹调整年度体育教育教

学、运动训练与学生锻炼活动计划，

合理制定教学组织实施方案。

同时，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深入

推进学校体育教学改革，聚焦“教会、

勤练、常赛”目标，注重“教健康知识、

传运动技能、练身体素质、育品德意

志”，不断丰富学校体育教学、训练、

竞赛等组织形式，减少人员聚集，帮

助学生通过体育锻炼“享受乐趣、增

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新华社北京4月
13 日电（记 者 刘夏
村）记者13日从应急

管理部获悉，今年全

国防灾减灾日主题

是“提升基层应急能

力，筑牢防灾减灾救

灾的人民防线”。

应急管理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 5

月 12 日是我国第 12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5月9日至15日为防

灾 减 灾 宣 传 周 。近

日，国家减灾委员会

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发出通知，部署今年

全国防灾减灾日有

关工作。

这 位 负 责 人 表

示，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要根据疫情防

控的不同情况，通过

网络公开课、新媒体

直播、在线访谈等多

种形式，面向社会公

众普及各类灾害事

故知识和防范应对

基本技能；要强化灾

害风险网格化管理，

开展全面系统的灾

害事故隐患排查，提

出有针对性的整治

措施；要建立健全基

层应急物资保障体

系，确保物资有序调

度、快速运输、高效

配送、精确溯源；要

统筹推进基层应急

能力建设，促进乡镇

（街道）政府专职消防队、企业专职消

防队、志愿消防队、灾害信息员等多

元力量发展；要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

设，满足辖区居民紧急避险和临时安

置需求，修订完善基层各类应急预

案，因地制宜开展线上等多种形式的

演练活动。

“倡导社交文明 加强公共卫生——美好生活从文明细节开始”系列评论之五

文明豢养宠物需长久坚持
李林晅

倡导社交文明 加强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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