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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集贸市场、洗浴场所、饭店防疫流
于形式；不少银行网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
不严、标识不明显；一些公共场所防控意识
不强，防控敷衍了事，只顾“面子”不顾“里
子”；有的酒店人脸测温一体机成摆设，验
码不严格；个别商场疫情防控措施“零落
实”；部分市民防疫意识有些松懈，以没带
手机为由不出示“两码”或未佩戴口罩进入
商场，有的虽然戴了口罩，但进入店内会摘

下口罩或露出口鼻……
最近几天，我市多部门和新闻媒体对

市区内电影院、景区景点、网吧、药店、酒店
饭店、商场超市、集贸市场、货栈等公共场
所的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明查暗
访，发现了不少问题。

近期，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我市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随着春节
临近，人员流动增多，疫情传播风险进一

步加大。为了守好疫情防控“大同阵地”，
全市上下严阵以待，加强管控。一些公共
场所的防疫“洼地”必须认真填补，部分市
民的松懈意识需要努力增强。

防控形势异常紧迫，全社会和各单位
都要继续提高警惕、严密防范，做好面与点
的“双防护”。特别是各类公共场所，要严
格落实“测温+戴口罩+验码”和日常消毒
等防疫措施，并且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强化

应急准备，从容有序应对，严防严控、群防
群控、联防联控不退坡。

对每个个体来讲，“双防护”就是思想、
行动都不能懈怠，守牢底线。要服从大局、
听从指令，小心谨慎、约束言行；防范之弦
不可放松，防范意识不能减弱，谨防麻痹大
意惹出不应有的事端；防范措施不可减省，
起居出入多加小心，常态保持科学卫生。
决不可掉以轻心、心存侥幸、轻率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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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暴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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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防疫举措
有更多“暖意”
22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新闻发

布会上明确提出，对于来自不同风险区域
的返乡群众，各地要分类、分区精准落实防
控措施，防止政策执行简单化、一刀切，防
止层层加码。

随着春节临近，人员流动增加，我国仍
然面临较大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
力，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如何精准施策、依
法防控，让防疫举措既安心又暖心，成为摆
在各地各部门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最近，不少地方和部门纷纷出台精细
化、人性化的防疫举措，引导好、服务好返
乡 过 节 和 就 地 过 年 的 群 众 ，得 到 各 方 点
赞 。 有 的 地 方 把 防 控 措 施 做 成“ 返 乡 导
图”，简洁明了，操作方便；有的在高铁车站
启用“智能防疫闸机”，机器代人自动查验
健康码，出行更加便捷和安全；有的为外来
务工人员解决实际困难，让就地过年的人
们也能感受浓浓年味……做好疫情防控，
必须做实群众工作，舍得下“绣花”功夫。
想群众所想，解群众所忧，既有防控力度，
又不失暖心温度，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
的理解和支持。

疫情面前，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一刻也
不能松懈。防疫举措可以“硬核”，却不能

“硬来”，更不能脱离法治轨道“胡来”。一
些地方出台层层加码的“土政策”，设置超
出防控需要的障碍，擅自定义风险地区，擅
自延长隔离观察时间，甚至不分青红皂白
将群众返乡视为“恶意”，与依法防控、科学
防控的要求背道而驰，也与以人民为中心
的理念格格不入，必须及时纠偏校正。

防疫有“暖意”，佳节情更浓。在节日
期间疫情防控这场大考中，多一些换位思
考，多一些耐心细致，多一些人文关怀，回
家的路就会温馨顺畅，虎年春节就会过得
温暖祥和。 据新华社

防疫必须绷紧弦 阻断一切传染源

近日，某县领导干部对有关中高风险地区返
乡人员“先隔离再拘留”“恶意返乡”等言论引起舆
论关注。春节将至，基层干部既要做好防疫，又
要做好节日期间千头万绪的服务工作，殊为不
易。疫情防控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搞“一刀
切”“层层加码”，要“懂防控”更要“懂民心”。

春节假期是防疫关键节点，疫情防控不
能松懈。涉及群众的问题，要准确把握群众
心态和情绪，粗暴防控决不可取。如果缺乏
科学防控、精准防控的能力，误把堵截当防
控，势必产生相反的作用和效果。

决策者要与群众有共情之心，执行者要把
群众利益放在心上。群众就地过年，要主动做
好服务，让群众暖在身边；群众返乡过节，要普
及好防疫知识政策、解忧解难，点亮群众回乡
的路。

节日期间的疫情防控是一场大考，坚持懂
民心、懂法治、懂科学，就能把防控工作做得精
准、扎实，让人民群众真正过一个安定、祥和的
虎年春节。

近日，我市警方接群众举报，一“网红”
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发布多条淫秽信息，部
分语言低俗不堪。该“网红”到案后交代，
为了迅速成为“网红”获取利益，将低俗视
频信息发至直播平台，以博人眼球，获得

“粉丝”打赏。（1月 4日《大同晚报》）
网络直播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展现自

我的平台，若在网上获得一定的人气，还
能获得相应的报酬。不少人甚至把“网
红”当成一种职业，收入也较为可观。

然而，直播平台也为违法犯罪活动提
供了隐形的“温床”。近年来，一些不法分
子为了获取高额收益，利用网络造谣、诽
谤、诈骗、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等违法犯罪屡
见不鲜，有的利用低俗视频博人眼球，快速

“涨粉”，有的传播不实言论，扰乱社会秩
序……可最终都逃不脱法律的制裁。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秩序何谈自由。
网络空间也得有规矩有秩序，才能让人们
充分分享与表达。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任

何人的一言一行皆有社会责任。当前，本
市不少直播平台已加强了监管，不仅完善
个人的身份认证程序，对敏感词汇和画面
也可迅速捕捉到，及时反馈。对于违反网
络秩序的主播可以进行封号，对于网络违
法行为“零容忍”，主动摸排，落地查证，维
护广大网民的合法权益。

维护健康而有序的网络环境，是每个人
都应承担的责任，在充分享受互联网便利的
同时，要时刻将法律与道德牢记于心。

有话直说 魏冬妮＞＞

“网红”直播岂能突破道德底线

日前，多位消费者在参与屈臣氏 1 分
钱抢购面膜活动中，遇到线下无法提货问
题。不少消费者到屈臣氏直播间表达不
满，却遭到主播辱骂，还被后台工作人员
拉黑。在事件持续发酵后，屈臣氏中国于
1 月 14 日 23∶59 发布致歉声明，称活动因
系统原因导致在短时间内产生了远超库
存的大量异常订单，公司决定采取补货的
方式继续履行剩余订单。对于直播间出
现的不当言论，屈臣氏称该主播为公司合
作的第三方机构人员。

现如今线上消费越来越发达，电商、短
视频、直播等平台销售业绩节节攀高，眼花
缭乱的销售方式不光吸引年轻消费者眼

球，学生党、老年人也忙着“剁手”，各个年
龄段网上“买买买”的欲望被再度放大。

屈臣氏作为美妆零售巨头，此次直播
卖货堪称大型“翻车”现场。主播在直播
间大骂消费者“就为了一分钱的东西，像
疯狗一样咬人”。这一骂，爽了主播怒了
消费者！直接把屈臣氏骂上热搜、骂上舆
论的风口浪尖。一分钱虽然微乎其微，但
一分钱事小理不小！

钱自己赚，锅就别人背，岂能如此“过
河拆桥”？舆论发酵不可控后屈臣氏态度
倒是果断决绝、立场坚定。立马与其划清
界限称：该主播为公司合作的第三方机构
人员。“第三方”顾名思义涉事人员跟屈臣

氏无关。
不 注 重 口 碑 只 会 甩 锅 ，何 来 发 展 ？

“1 分钱抢购面膜”本是一种促销手段，导
致直播翻车后，屈臣氏不想着如何挽救，
只甩出“第三方”这个“挡箭牌”就想息事
宁人，消费者可不那么容易买账。只重
利益不重口碑的企业，走不长远。

“口碑营销”不能单单是个概念，想让
这个概念真正“立”起来，不是靠媒体炒
热，而是靠一个个企业真正重视并践行
它！消费者寒了心就晚了，自己也就“玩
完了”。一个企业想要长足的发展，既要
把销量打出去，又要把口碑打出去，品质、
创意、口碑缺一不可！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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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被骂上热搜，一分钱事小但理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