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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文明卫生习惯的“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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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建议春节假期延长为 15 天、建议建立农

民退休制度、建议建立国家级网络游戏防沉迷

平台、建议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建

议推进农村电商发展带动“造血”防止返贫、

建议释放“地摊经济”的最大活力……今年两

会进行期间，不少提案冲上热搜，引发了广泛

讨论。从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众多提案

中，我们不难觉察到民生的温度、法治建设的

进程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哪些提

案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又引发了怎样的思考

和感触？欢迎来稿与我们交流。

投稿邮箱：jswmb-bjb@163.com

投稿时请注明《话题·评论》栏目收。

社会的高速发展所遭遇的每一次

公共卫生事件，谁都不能“独善其身”，

当疫情刺激到公众的公共安全感，那绷

紧的安全之弦，就与我们每个个体息息

相关。

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永远取决于

最短的那一块木板。在全国疫情形势好

转的情况下，个别地方仍现聚集性病

例，一些“短板”不补齐，一些旧习惯不

改变，想要完全战胜疫情，几乎不可能。

在前线，虽然有无数医护人员义无反顾

地坚守和践行职业的初心，取得了决定

性的成果，但是如果不在“后方”，提倡

和践行更加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疫情

的防护链上，会永远存在着一块短板。

从疫情发生以来，于笔者来说，勤

洗手、保持足够的社交距离、不扎堆、公

共场合佩戴口罩、粗粮细粮均衡食谱、

适度运动等等，已经成了日常的生活习

惯。在笔者的影响下，家人尤其是家中

老人也已经在转变一些生活习惯，如佩

戴口罩、不扎堆聊天等等，因为他们也

渐渐知道，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保

护社会。这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小”改

变，从“我”开始，一些习惯开始传递给父母、给祖辈、

给亲戚。从我单个的“人”开始，在家里有了跟“从”者，

然后传递给了身边的“众”人。在公共场合，我也希望

把一些好习惯传递给“你”、给“他”、给“你们”、给“他

们”，只有“大家”共同的改变才是“大”改变，才能从

“量变”进化到“质变”，才能真正形成“合力”，真正的

扎紧“水桶”，阻断病毒传播。

笔者也相信，经过疫情洗礼培育出的新生活方式，

会在更多的家庭、更广的空间、更多元的场合出现。因

为，文明的生活方式理念是可以传递和共享的。因为只

要每个人从自我做起，都能去感染和影响到更多的人，

都能去积小成大。

眼下，疫情防控已取得重大战略

成果，复工复产复市全面加速，人们的

生活秩序也逐渐恢复正常。疫情改变

生活，也催生了一些好习惯——社交

场所保持适当距离、使用公筷公勺、锻

炼不扎堆等。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是 我 们 不 愿 经 历

的，但是出于疫情防控需要而催生出

来的各种好习惯，却是我们期待且应

当保持下去。不管是在公共场所保持

一米远的社交距离，还是外出聚餐时

自觉使用公筷公勺，抑或锻炼、旅游时

不扎堆、不聚集，既符合疫情防控常态

化的需要，有利于自己和他人健康安

全，也符合时代的文明准则，体现的是

一种文明与进步。

换句话说，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之前，文明的生活方式、良好的行

为规范，也是我们崇尚的目标和行动

的方向。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需要，客

观上强化了我们的认识，让我们意识

到养成这些好习惯的必要性、紧迫性。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不要让刚刚养成

的 文 明 好 习 惯 随 着 疫 情 的 消 退 而 离

去，而是把它们保持下去，最终“习惯

成自然”。

疫情防控期间，有一句话广泛传

播：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人类同病毒 、疾病的斗争是长期

的、艰巨的，许多病毒、疾病，都可能会

因为一些不健康、不卫生的生活习惯而增加传播风险，

比如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打喷嚏不掩口鼻、排队过于

拥挤等等。

好习惯的养成需要过程，也需要外力推动。非常时

期的非常之举，可以有效缩短好习惯的养成时间。从现

实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需要也确实在客观上让

大众更快地接受和养成了一系列符合文明规则的好习

惯。从政府层面到社会组织，再到公民个人，应该利用

这一契机，让好习惯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成为绝大多数

人的共同选择。

养成文明习惯，一开始或许会让一些人感到不适

应，但一旦习惯养成了，就能够享受到它所带来的各种

好处和便利。所以，虽然需要花费一些时间与精力，它

仍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之去努力、去付出。

（《湖南日报》苑广阔）

前段时间，疫情之下一场“特殊”的地方两会在南

孔故里浙江衢州开幕。为避免接触，与会人员见面问候

时都将以往的握手礼改为了互相行作揖礼，不论是作

报告的领导还是在场的委员，都拱手作揖、谦谦有礼，

形成了一道儒雅亮丽的两会风景线。网友纷纷点赞表

示“很感动”“太有感觉了”“是我泱泱华夏”。

作揖礼又叫拱手礼，是中国特有的传统礼仪形式，

体现了中华民族自谦敬人的品质，至今已有数千年的

历史。作揖礼自古行之，直到民国时期才渐渐被握手礼

取代。受疫情影响，人们的社交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

变，西方国家开始盛行“碰肘礼”，而在中国，传统的作

揖拱手重新成为很多人相互问好的最佳选择。行作揖

礼不仅有利于人们保持社交距离，更唤醒了人们对传

统古礼的记忆。虽然这是疫情带来的被动改变，却引领

了继承传统、弘扬传统的新风尚。

目前，在衢州已经有 117 所学校采纳了作揖礼作为

复课后师生问好的礼仪方式，有礼作揖正在推广开来。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作揖古礼有着严谨的规范，不同场

合、不同性别都各有讲究，需要我们进一步了解和学

习，同时也需要结合现代人的需求进行创造性传承，如

此才能避免传统文化复兴沦为形式主义表演。

疫情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也在提供给我们契机，

从分餐制、公筷制再到有礼作揖，文明新风正在掀起。

（半月谈网 秦黛新）

前几日，我与几个朋友相约聚餐。

开席前，有人提出使用公筷公勺，得到

众人的赞同，服务员也很快付诸实施。

席间，就餐者基本上都做到了使用公筷

公勺取菜，并没有显出多少不适应。尽

管用餐比以往多了一道程序，但我们却

真实感受到了这样做所带来的卫生与

安心。

由于受传统习惯影响，中国人大都

采取共餐制，甚至有些人还会习惯性地

给别人夹菜，虽然此举包含有好客、温

馨之意，但从公共健康的角度看，却存

在不小的隐患。此前，也不乏对于餐饮

场所提供公筷公勺或推行分餐制的呼

吁，但始终未能普遍实施。细究其中原

因，一方面是长久以来的用餐习惯使

然，部分消费者嫌麻烦不想用公筷公

勺，餐饮场所也就不主动提供，相关的

舆论宣传力度也有限；另一方面与固有

观念相关，中国人往往觉得餐桌上杯来

箸往才有人情味，一些人担心提出使用

公勺公筷或分餐而食，会被他人视作不

近人情、不明事理。

据世卫组织统计，食源性疾患的发

病率居各类疾病总发病率前列，而在疾

病的各类传播途径中，唾液是最主要的

途径之一。在已公布的新冠肺炎疫情案

例中，也存在多起源于家庭聚集或外出

聚餐的病例。使用公筷公勺，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防止交叉感染，同时也有利于

落实“光盘”——吃不完的打包带走也

不会觉得不卫生。可以说，公筷公勺行

动不仅是舌尖上的防疫战，更是文明风

尚的持久战。

要想改变长期以来的观念与习惯，

培育文明新风尚，需要多方给力。首先要以此次疫情为

契机，通过媒体宣传、政府倡议等形式，不断提高公众的

知晓度、认同度、重视度，让人们意识到使用公筷公勺、

分餐制与人情厚薄无关。特别是使用公勺公筷，并没有

改变其乐融融的合餐制，只是让用餐的方式更加卫生、

健康。养成文明用餐习惯，既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他

人的尊重，既是公德心的体现，也是一份责任。

其次，餐饮行业要率先行动起来。端上桌的每份菜

品都应配备分食餐具，服务员在上菜时也不妨对就餐

者进行温馨提示。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行动，比如浙江省

就计划于 8 月底前实现全省星级酒店、宾馆以及民宿、

农家乐公筷公勺全配备。此外，北京、上海、广州、陕西

等多地也相继发出公筷制、分餐制的倡议。

第三，要加强规章制度的约束。在这方面，山东省

自 3 月 16 日起，正式由省市场监管局批准发布并实施

《餐饮业分餐制设计实施指南》。据介绍，这是国内首

个餐饮分餐制的省级地方标准，为餐饮分餐制改革提

供标准引领。我相信，当分餐或使用公筷公勺成为一种

习惯，大家就可以更为安心地用餐，并认同其中所体现

出的尊重与关爱。

文明的生活方式是守护健康与平安的一剂良方，

更是时代进步的一个标志。好的行为就应该大胆地去

践行，好的习惯就要理直气壮地保持和推广。愿公筷公

勺、分餐进食成为一种新“食”尚。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

书记在看望湖北代表团代表时曾

指出：“出门佩戴口罩、垃圾分类

投放、保持社交距离、推广分餐公

筷、看病网上预约等，正在悄然成

为良好社会风尚。这些健康文明

的做法要推广开来、坚持下去。”

（《人民日报》5 月 25 日）

小习惯事关大健康。人们在打

赢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的同

时，也学习了一堂宝贵的健康公

开课：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勤洗

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可以

成为阻击疫情的有力武器；推行

公筷公勺和分餐制，可以有效阻

断病毒通过“口水菜”传播的潜在

可能……抗击疫情使越来越多的

人意识到，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的 重 要 性 。于 是 ，许 多 人 勤 于 洗

手，再也不像往常一样将“不干不

净，吃了没病”挂在嘴边；一场倡

导分餐的餐桌革命也逐渐兴起，

不少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发出使

用公勺公筷倡议书，并提倡家庭

分餐。这些，既是出于防疫需要的

应时之举，也是从健康出发对生

活习惯的一种自省。

时 下 ，疫 情 防 控 已 经 进 入 常

态 化 。在 这 个 时 候 ，能 否 延 续 这

些健康文明的好习惯更为重要。

要 倡 行 在 疫 情 防 控 期 间 养 就 的

良好卫生习惯，使之成为人们习

惯遵守的新风尚，并且能够常态

化 地 坚 持 下 去 。在 生 活 中 ，经 常

可以看到喜欢我行我素、任性为

之 的 人 。在 疫 情 紧 迫 的 时 候 ，鉴

于健康需要和大势所迫，这些人

可 能 不 再 任 性 ，会 注 意 按 各 项

“ 禁 令 ”行 事 ，如 戴 口 罩 、不 聚 集

等。但一旦情况好转或他们自己

觉 得“ 不 要 紧 ”了 ，就 故 态 复 萌 、

随 性 而 为 ，更 谈 不 到 分 餐 制 、公

筷 公 勺 了 。“ 外 防 输 入 、内 防 反

弹”绝不是只要在相关防控人员

中落实的事情，更需要每个人持

之 以 恒 ，久 久 为 功 ，注 意 在 生 活

习惯中一点一滴的自觉防控。需

要大力宣传，需要道德层面的提

倡，需要大家从思想深处解决问

题，需要各方面的认真坚持和严

肃执行，更需要采取必要的法治

手 段 ，强 迫 让 其 习 惯 成 自 然 ，自

觉自愿地延续下去。

疫情防控是一次大考，可以考

出存在的不足。殷鉴不远，不能忘

记亡羊补牢。延续文明卫生习惯

使其常态化，需要每个人的积极

配合。如果我们能将防疫期间养

成的良好卫生习惯和文明生活方

式常态化地保持下去，无疑将为

这 场 抗 疫 行 动 留 下 一 笔 宝 贵 遗

产。要知道，在日复一日的长久生

活中，一个人只要能多一分卫生

习惯，就会多得一份健康保障；若

所有的人都能坚持卫生习惯，我

们的社会，就一定会获得整体的

健康保障。这样于己于人于国家

都将是获益无穷的好事，又何乐

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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