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连连看

据报道，某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一干部，在获悉本市出现确诊病例

后，害怕自己及家人被感染，携家人乘

飞机到泰国躲避。被劝返后，他的这种

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擅离职守的行

为，受到应有处理。

战争年代，百战生百将，看一个干

部能力怎么样，主要看战场上的表现。

李德生上将曾说：“战争年代选拔干部

的标准很简单，一是能否和敌人甩开大

刀片子，二是嗓子亮不亮，能否震慑住

人。”疫情面前，谁是守初心、有担当、能

干事的“战士”，谁是不担当、不作为的

“逃兵”，霄壤云泥，高下立判。考察识

别干部，既要在小事上察德辨才，更要

在大事上看德识才。在这次防控疫情

的斗争中，一批干部因为履职不力、作

风不实受到应有处理。这既是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迫切需要，也树起了在

重大考验中选人识人的鲜明导向。

“险路识良马，重任选良才。”急

难险重任务既是锻炼干部的磨刀石，

也是考察识别干部的试金石。当前，

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

段，需要党员干部冲锋在第一线、战

斗在最前沿，敢扛“炸药包”、敢接“烫

手山芋”。各级党委和相关部门，应

坚持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考察、识别、

评价、使用干部，对表现突出的，要表

扬表彰、大胆使用；对不敢担当、作风

漂浮、落实不力的，甚至弄虚作假、失

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

疫情防控阻击战不是战争，但与

战争有类同之处。那些不作为、乱作

为的干部，那些工作不投入、不深入的

干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更不可能在

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身先士卒、担当作

为，把握战机、克敌制胜。治军之道，

要在得人。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应不

断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建立健全日常

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的知事识

人体系，注重在重大演习、联合训练、

抢险救灾、反恐维稳等重大任务中考

察干部，在任务一线、练兵一线、改革

一线、基层一线识别干部，真正把那些

带兵练兵能够冒出来、关键时刻能够

站出来、急难险重能够豁出来的干部

遴选准确、用当其时。

险路识良马 重任选良才
■杨克功 刘仕伟

据媒体报道，某市为防控疫情，通

知对市民出行进行管控，规定每天只能

上午 8时到 10时出门购买生活用品。

措施发布后，每天这个时间段菜市场、

超市人满为患，聚集性交叉感染风险陡

然增加。这一与初衷背道而驰的管控

教训警示我们，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

防线，很可能因为某个环节的失守，导

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结果。

在这场疫情防控总体战中，除了医

护人员奋战在治病救人的第一线外，还

有更多人员奋战在联防联控的第一线、

支援保障的第一线、企业复工生产的第

一线……基层一线是生产线、保障线、

生命线，千头万绪系于一线，千险万难

重在一线。疫情防控的成效，取决于科

学防治的力度，也得益于全民参与的广

度、基层一线重视的程度。把基层一线

这道防线守住，就能有效切断疫情扩散

蔓延的渠道。一线失守，则全线失守。

一线胜利，则奠定全局。哪一个单位、

哪一个人员、哪一个工作环节出现疏忽

或失误，都可能造成堤溃蚁穴、功亏一

篑的严重后果。

日前，湖北提出探索“二二制”工作

机制，即二分之一干部在机关上班值

守，二分之一到基层网格工作，目的就

是要把防控力量和资源向基层一线下

沉，通过一线人员的扎实工作，把各项

防控措施抓实、抓细、抓落地。不虑于

微，始成大患。各单位应从实处着手、

在细处用功，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

难点问题，坚决不在任何一个地方留死

角、不让任何一个环节出纰漏。

对我军来说，基层稳则军队稳，基

层强则军队强。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

和战斗力的基础，部队所有工作都要

靠基层去落实。重视基层，就是重视

部队战斗力；把基层官兵放在心上，就

是把强军兴军放在心上。现代战争是

体系制胜下的精兵作战，基层在作战

体系中的地位作用更加突出。各级领

导机关应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依

靠基层、建强基层，真正把工作重心放

在基层，全面锻造“三个过硬”基层，为

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提供坚实基础和

支撑。

（作者单位：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落实在一线 成败靠基层
■曹 赫 陈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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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自全民动员抗击疫情的阻击战打响

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出现因为隐瞒病情或

接触史造成疫情扩散的现象：河北一隐瞒

病情的患者失去最佳治疗机会去世，77名

密切接触者被隔离；山东一名确诊患者故

意隐瞒旅行史和接触史，致使68名医务

工作者和其他49名人员被隔离……此类

损人害己的行为，于己可悲，于理不通，于

法难容。

疫情面前，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

任人，人人都是战斗员。一个人故意隐

瞒病情或接触史，可能让无数人陷入险

境，让大量的工作前功尽弃，不仅害了自

己更危害别人，极大增加了疫情防控工

作的难度和强度。当前，疫情防控工作

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医护人员十分

辛苦，各地人手紧缺，在这个时候因为个

别患者故意隐瞒，造成他们被隔离无法

工作，无疑会严重影响疫情防控的大

局。正如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所

说：“不怕你生病，不怕辛苦，不怕加班，

就怕你不诚实！”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

以突隙之烟焚。”抗疫面前，容不得半点侥

幸心理和麻痹思想。“早发现、早报告、早隔

离、早治疗”是切断疫情传播途径、控制疫

情波及范围的最有效措施。只有据实告

知，才可以使自己获得及时隔离与救治，让

亲友乃至更多人做好必要防护，更能帮助

管理部门充分掌握疫情和警示信息，便于

统筹部署针对性的防控举措。

故意隐瞒病情或接触史，不仅是道

德层面的问题，更涉及法律层面的问

题。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等部门专门发文，提出对患有突发传

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

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

传播，情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

《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

罪处罚。湖北、江苏、河北、天津等地，对

疫情期间故意隐瞒病情或行程并造成严

重不良影响者依法进行了查处。

新型冠状病毒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故意隐瞒病情，就是敌我不分，有意无意

地充当了病毒的帮凶。为了自己，为了

亲友，为了社会，为了疫情防控大局，千

万别做这种荒唐事！

莫让隐瞒成为病毒的帮凶
■时登科

疫病肆虐，城市封闭，勇敢与友爱

携手，谣言与抢购迭起，恐慌与绝望交

织……法国作家加缪1947年发表的小

说《鼠疫》，虚构了以主人公里厄医生为

代表的一批人，在奥兰小城与鼠疫奋力

抗争的故事。

奥兰，既无美景，又没有草木和灵

魂，人们过得浑浑噩噩却也不乏寻常的

乐趣。然而，某年春天的时候，成群结

队的老鼠涌上街头，吱吱哀叫，猝死在

行人脚下。老鼠灭绝了，继而一拨又一

拨的人感染疫病、走向死亡。于是，人

人自危，如陷绝境。

面对疫情，里厄医生认为，“必须

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决不能

跪下求饶”。他没日没夜地救治病人，

社会活动家塔鲁、小公务员格朗、帕纳

卢神父也都加入了抗击鼠疫的志愿者

队伍。

这场瘟疫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塔

鲁因染上鼠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也

找到了内心的安宁；里厄没有等到外地

疗养的妻子归来，却接到了其病故的电

报……

作者在小说结尾告诫大家：翻阅医

书便可知道，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

远不会消亡，这种杆菌能在家具和内衣

被褥中休眠几十年，在房间、地窖、箱

子、手帕或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会等

到那么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将其

大批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里，给人带去

灾难和教训。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由病原体

（病毒、细菌、寄生虫等）引发的疫情始

终都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威胁。

病原体比人类更早来到这颗蔚蓝色的

星球上，每时每刻都在裂变、在繁殖，也

许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它们与我们”

便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

“我相信人类和病毒必有一战，必

将多次交锋，谁胜谁负，尚是未知之

数。”作家毕淑敏在2012年出版的长篇

小说《花冠病毒》中作出这样的预判。

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后，毕淑敏受

中国作家协会派遣，深入北京抗击非典

一线采访。由于一直找不到好的支点

表达，迟迟未能动笔。8年后，她才开始

动手写作。

小说的名字出自于作家虚构的病

理解剖学家于增风教授之口。他发现

引发燕市疫情的元凶，在电子显微镜

下，像是一顶造型别致、玲珑剔透、装饰

精美的帽子，于是将这一病毒命名为

“花冠病毒”。

曾经当过军医和心理医生的毕淑

敏，“始终迷恋于人的生理相似性和

精神的巨大不相似性”，力求在小说

中精准地解剖和描绘这些差异，刻画

了抗击疫情中的众生相：有担当者也

有市侩者，有高尚者也有算计者，有

大我者也有背叛者，有通透者也有偏

执者。

与加缪、毕淑敏以旁观者的角度

写作疫病不同，曾经做过 3年流行病

防治医生的作家池莉，结合自己的经

历和感悟，1997年创作了一部中篇小

说《霍乱之乱》。她说：“当我不得不离

开卫生防疫专业的时候，我觉得我应

该把自己的担忧写成一部小说：人类

尽可以忽视流行病，但是流行病不会

忽视人类。我们欺骗自己是需要付出

代价的。”

小说中讲，某市防疫站流行病主任

闻达，痴迷和钻研防疫事业，“对所有的

流行病都怀有巨大的兴趣和热情”。然

而，流行病室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边缘科

室，“连最基本的敷料和棉球都不能得

到供应”。

“霍乱发生的那一天没有一点预

兆”。与别人的惊慌失措不同，“两耳不

闻窗外事”的闻达像是换了一个人，指

挥若定，应对有方，很快控制了疫情。

对于这次早已被宣告“消灭”但又

卷土重来的霍乱，闻达的解释是：“我

们可以理解成这一次消灭了。这一次

不是永远。要记住，微生物与我们同

在这个生活空间，它们无孔不入，它们

的繁殖、变异是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的。一旦为它们提供了外因，立刻就

会造成发病。”

在全民动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特殊时期，读一读这3部与病毒有关的

小说，也许能帮助我们在回望中悟出一

些道理，在反思中推动一些改变。疫情

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疫情之后，从

社会到个体都无动于衷，一切照旧。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许多道理，总是在回望中彻悟
■杨 欢

漫画作者：周 洁

长城瞭望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打好武汉保卫战、

湖北保卫战”……庚子年春节，中国大

地一改万家团圆迎新年的祥和，骤然变

为万众一心战疫情的出征。

这是一次全民行动、统一指挥的

特殊战争。不见战火硝烟，却有生死

考验；不分前方后方，却是全民皆

兵；没有瞬息万变的敌情，却有桀骜

不驯的疫情。

这是一场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大考。时间之紧、难度之大、

处境之危险、情况之复杂、任务之艰

巨，世所罕见。

英雄挥戈去，万马战犹酣。经过团

结奋战和艰苦努力，疫情形势出现积极

变化，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中国人

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向历史和世界交出

一份抗疫大考的合格答卷。

（一）

一声号令，人民子弟兵闻令而动，

白衣战士紧急出征；一声号令，各种应

急医院数日建成，19个省区市对口支

援湖北的精兵强将星夜集结；一声号

令，各行各业令行禁止，群防群治务实

高效；一声号召，十几亿百姓放弃了春

节的走亲访友，人人坚持戴口罩、勤洗

手、不聚餐、不传谣……这场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再次见证了众志成城、共

克时艰的中国力量，再次见证了社会主

义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

事的制度优势。

外电评论，如此广袤的国土，如此

超大规模的人口，如此高效的执行力，

这在国外是不敢想像的，只有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做到。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

一个国家应对突发事件和处理重大自然

灾害的能力，往往是衡量其制度优劣的

重要尺度。

马克思说：“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

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

疫情就是命令。3万余名医护人员、数

百万吨物资装紧急驰援湖北，水陆空交

通大动脉畅通无阻，运-20、直-8等大

国重器走上抗疫战场，北斗、5G等自

主创新技术派上用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的实力，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潜

力，强大的动员能力、动员规模、动员

效率，这一切都为我们全力以赴战胜疫

情提供了坚实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次

疫情发生以来，习主席亲自动员、亲自

指挥，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采取一系

列重要举措，彰显出强烈的使命担当、

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真挚的爱民情怀。从

中央到地方坚持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统一行动，把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

大事这一显著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我是党员，我先上；我是党员，我

带头”“不计报酬、无论生死”……一批

批党员、干部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

前沿，越是艰险越向前，让一面面党旗

高高飘扬，一个个战斗堡垒巍然矗立。

（二）

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党政

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紧急行动、全

力奋战，广大医务人员、人民子弟兵

挺身而出、冲锋在前，“涓涓细流汇成

大海，点点星光点亮银河”。每天都发

生太多抢救生命不遗余力、守护健康

不畏危难、防控疫情不避艰辛的感人

故事。

84岁的钟南山院士临危受命，用

科学和胆识与疫魔决战，把论文写在疫

情第一线。火神山医院的护士吴亚玲，

得知远在云南的母亲去世后，只能通过

手机视频看母亲遗容最后一眼。那除夕

之夜的“最美逆行”，那“誓死不退”

的铮铮誓言，那一张张被口罩勒出了醒

目血痕的“天使面孔”……都给我们带

来太多的感动。

置身抗疫一线的人，也许意识不

到，这种舍己为人、迎难而上的行为，

一定需要超乎物质以上的东西作支撑，

由此产生的忠诚、担当、勇气等，必将

擦亮民族精神的利刃。

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信念愈

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就在于拥有

强大的民族精神作支撑，这也是我们风

雨无阻、高歌行进的力量源泉。

抗击疫情，并非一段按下“暂停

键”的空白，而是一场浴火重生的淬

炼。面对疫情，如果我们选择屈服、分

裂、犹疑、沉沦，而不是抗争、团结、

坚韧、崛起，中华民族如何实现伟大复

兴，怎样走向星辰大海？

精神在，雄师驰骋万里。著名作家

魏巍在《漫忆黄土岭之战》一文中写

道：“在战场上看得很清楚，这是两种

精神在较量：一种是日本人的‘武士

道’精神，一种是老红军的革命意志，

看看究竟谁更顽强，谁压倒谁。”

建设一流军队、实现强军目标，需

要传承民族精神的基因，也需要总结和

弘扬这次抗击疫情所形成的时代精神。

（三）

病毒无情人有情。14亿中国人民

心手相连，同舟共济，“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让我们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大

家庭的温暖。

疫情面前，我们既是命运共同体，

也是责任共同体。多少医护人员挺身而

出，主动请缨，理由是“我参加过抗击

非典”“我参加过抗震救灾”“我是汶川

人”“我是双军人”；多少基层干部深入

社区、村口，“排查不漏一户、宣传不

漏一人、防控不染一人”；多少志愿

者、快递小哥、出租车司机等，以自己

的方式同心战“疫”，构筑起疫情防控

的铜墙铁壁。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

衣，与子同裳”“青山一道同云雨，明

月何曾是两乡”……伴随着日本救援物

资而来的这些动情留言，在中国广为流

传，也带来了守望相助的温暖、战胜疫

情的力量。

在这场人类与疫情的较量中，作为

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用中国速度为

世界防疫争取宝贵时间，用中国力量筑

牢控制疫情蔓延的防线，用中国实践为

世界防疫树立新标杆。

“德不孤，必有邻。”中国并非孤军

奋战，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第一时间

伸出援手，提供大量紧急医用物资；各

国普通民众为中国加油鼓劲，传递真挚

动人的温情。世界卫生组织还向中国派

出专家组，与中国同行并肩作战。

恩格斯曾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

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

的。”但是，这种进步不可能在浑浑噩

噩中唾手而得。

抗疫斗争胶着对垒，抗疫大考仍在

进行。对于每个人来说，斗争精神、

“赶考”状态不能少，反躬自省、查缺

补漏的脚步不能停。比如，如何按照平

战结合的要求，健全优化重大疫情救治

体系？如何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

系，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

疫？如何强化风险意识，提高应对突发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如何健

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做到关键

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许多考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许多

坚冰等待着我们去打破，许多梦想等待

着我们去实现。

没有一场风雪，能够阻挡春天的

脚步。

没有任何困难，能够难倒英雄的中

国人民！

交出抗疫大考的合格答卷
■辛士红

抗击疫情，并非一段按下
“暂停键”的空白，而是一场浴
火重生的淬炼。

抗疫斗争胶着对垒，抗疫
大考仍在进行。对于每个人来
说，斗争精神、“赶考”状态不能
少，反躬自省、查缺补漏的脚步
不能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