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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疫情，让勤洗手、多通风、戴
口罩以及使用公筷公勺等措施，成为
许多人的习惯。其实，即便是在非疫
情期间，目前公众正在“循规蹈矩”的
多数应激性措施，本来就应该成为人
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卫生习惯
——只有这样，今后才更有可能“防
疫于未然”。可遗憾的是，从以往的
经历不难发现，这类文明好习惯，往
往随着应激情况的解除逐渐遭到逆
淘汰，不使用公筷公勺等不良习惯又
卷土重来。这是为啥？

应激性是指生物接受外界刺激
后，在较短时间内为趋利避害、适应
环境产生的一系列反应。面对来势
汹汹的新冠病毒，人们自觉或不自
觉地听从专家的建议，几乎在很短
的时间内，就将那些自我防范措施
做到了“知行合一”。然而，既然是

“应激”，这种状态往往具有不可持
续性。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比
如疫情出现好转等，在应激条件下
仓促形成的好习惯，很可能在不长
的时间内被老习惯重新取代。某种
程度上，这是生物特性使然。

好习惯易遭逆淘汰，还源于人们
对新事物“欲迎还拒”的微妙心态。
比如，公筷公勺这个“半旧不新”的事
物，对不少人来说却是不折不扣的新
事物：因为从来没有实践过，甚至根
本没有听说过。受到疫情的“教训”
短时间内尝试一把或许不难，但今后
要做到“自然而然”，其难度并不亚于

教老年群体学会使用智能手机。这
其中，人们尤其是中老年群体对于新
事物有抵触以及“不感冒”的心态，往
往成为延续好习惯的重要阻力。家
中小辈劝长辈使用公筷公勺被鄙视
甚至遭摔碗抗议的案例，许多人就经
历或听说过。非典期间曾在公共餐
馆与许多家庭中风靡一时的公筷公
勺后来“惨遭”逆淘汰，就是前车之
鉴。

因此，在疫情这种应激情况下形
成的一些好习惯，如果缺乏持之以恒
的倡导与行之有效的措施，想不被逆
淘汰都难。这就更加需要通过多种
措施与努力，来帮助人们克服这种与
生俱来的人性弱点。

拿戴口罩来说，国内因为戴口罩
制止疫情传播的功效，以及国外一些
地方因不戴口罩致使疫病传播加剧
的事实，都是明摆着的。那么，如何
通过本次疫情引导民众从中总结经
验、吸取教训，促成“习惯成自然”
呢？目前正在制定中的《北京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就将根据疫情中的
相关情况，加入包括咳嗽、打喷嚏要
遮住口鼻，患有感冒、呼吸系统疾病
应当佩戴口罩等条款；还有，目前宁
波正在进行中的推广公筷公勺行动
——这种以立法、政府推广等“积极
干预”的方式，来“固定”疫情期间形
成的文明好习惯，制止其遭到逆淘
汰，显然能够收获“防疫于未然”的积
极效果。 胡晓新

这两天，数万游客挤游黄山
的新闻上了热搜。山岳之间，又
见摩肩接踵，敲响疫情防控新的
警钟。

受疫情影响，包括旅游业在
内的各行各业都遭受了损失。地
方积极复工复产，出台优惠政策，
拉动消费、启动内需值得肯定；民
众响应号召，助力消费的热情亦
应鼓励。但前提是抓紧抓实抓细
各项防控工作，精准落实到复工
复产和社会生活各方面。

黄山之挤暴露的问题，就在
不实不细。想到了限制总量，可
没想到游客会瞬时达到高峰；想
到了扫健康码，可没想到有些老
年游客不会用……预判有，却不
够细；措施有，却不够全；应对有，
却不够快。人们热议黄山之挤的
背后，不是忧虑复工复产来得太
急，而是担心疫情防控做得不细。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战迎来
曙光，容易让人产生麻痹侥幸心
理、懈怠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
三个方面：一是“疫情过去论”。

现在走在街头，已能偶见不戴口
罩的出行者，问其缘由，答曰“疫
情不是过去了吗？”二是“风险不
大论”，认为风险不大，松一松不
会出事，从小区保安测体温的动
作上就能看出端倪。有的小区门
口，保安测量体温的动作开始“变
形”，从抗疫初期的严格抵近测
量，变成隔空“虚晃一枪”。三是

“忽视健康码现象”。在一些餐
馆，少数服务员只对客人的“支付
码”感兴趣，而对客人的“健康码”
渐渐失去兴趣。抗疫尚未结束，
必须对这些苗头和心态保持高度
警惕，不能把防疫情和促经济当
成“单选题”。

现在的向好局面来之不易，
是用惨痛的代价换来的，其中艰
辛难以言表。行百里者半九十。
越是疫情防控形势趋稳，越是要
有如履薄冰的心态，越是要把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再做实再
做细一些，让病毒无可乘之机，让
社会生活有序恢复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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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还没到松的时候

制止好习惯遭逆淘汰
方能“防疫于未然”

近日，八达岭特区办事处制
定了《关于对破坏八达岭长城景
区文物行为的惩戒办法》，对刻
划、故意损坏等七类破坏文物行
为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对于破
坏文物和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不
文明旅游行为，还将根据有关法
律规定，纳入旅游不文明行为记
录，限制购票参观。《惩戒办法》自
4月6日起正式实施，目前，延庆
区正在建立联合惩戒机制，在八
达岭长城景区被列入“黑名单”的
游客，也会被延庆其他旅游景区
拒之门外。

4月6日新华社
旅游向来存在“到此一游”现

象。“刻字游”在长城表现得尤其
明显。这是一个老问题，可以说，
自打长城的文化象征形成后，就
大量出现了，而在旅游大发展的
第一轮春风下，更是达到了高
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持续深入提升社会文明，推
动旅游文明蔚然成风之外，还要
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大管理力
度，真正把保护文物保护景区的
责任承担起来；二是加大惩戒力
度，让不文明游客付出应有的代
价。据了解，北京市延庆区始终

高度重视文物保护、长城保护工
作。正所谓百密一疏，任何一种
保护措施，都不可能做到事实上
的“到边到位到每一个缝隙”。鉴
于此，就要建立健全约束惩戒机
制，让破坏文物成为一种高风险
高代价行为，从而倒逼旅游文明
的生成。

这两年，旅游黑名单机制已
经建立了，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在事实上，还是存在失之以
宽、失之以软的现象。一种不文
明行为，往往要成为公共事件，
引起全社会关注，这才会被记入
旅游黑名单。“拉黑”需要慎重，
但不能沦为摆设。天下景区是
一家，应该建立联动机制，果断
地向不文明行为，尤其破坏文物
行为说不，把其拉入黑名单，向
其关上大门。

破坏文物者就该被拒绝登长
城，而且应该拒绝其进入所有景
区。八达岭特区办事处制定的

《惩戒办法》体现了这一导向。讲
文明才配“登长城做好汉”，才配
进景区当游客，社会是存在这一
共识的，就怕有些景区为了几张
门票收入，或者怕麻烦，不肯去
做。

讲文明才配“到长城做好汉”
毛建国

三江热议

网课遇上
装修“魔音”

装修队复工了，能
进小区了。然而，当孩
子们在家里上网课时，
榔头斧凿声、电钻电锯
声，整日里“魔音灌耳”，
上海有些小区的家长学
生简直都要崩溃了! 上
海市在相关“复工指引”
中明确，房屋装修业主
及装修企业，不得影响
周围居民正常学习生
活。

4月6日《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