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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再度提起的分餐制

每道菜配备一只分餐夹，公筷公勺
摆放在客人手边……在内蒙古乌兰浩
特浩日沁蒙式餐厅，食客们纷纷用起公
筷公勺，正在喝早茶的青格乐对记者
说：“刚开始有点不习惯呢，好几次差点
用自己的筷子夹菜，服务员和身边的家
人都提醒——用公筷！”

疫情期间，分餐制再次被提起。近
期，多地陆续发布推广分餐制倡议，北
京市商务局发布疫情期间餐饮服务单
位经营服务指引（3.0版），提出餐饮服

务单位要全面推行公筷公勺，有条件
的餐厅要积极推广分餐制；山东率先
制定分餐制地方标准，为餐饮企业提
供技术指南；重庆、广州等城市也纷纷
发布倡议……

长久以来，围桌合餐是中国人的主
要就餐方式，亲朋好友围坐成一圈，觥
筹交错，共享美食，气氛其乐融融。但筷
来箸往间，一桌桌“口水菜”极有可能造
成疾病传播，成为舌尖上的“隐患”。

“比如多种胃病的罪魁祸首——幽
门螺旋杆菌，常存在于感染者的唾液
中，在不分餐的情况下，筷子很可能成
为传播媒介。此外，肝炎、伤寒、痢疾等
多种疾病也都可能通过合餐传播。”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感染控制科主任
刘卫平说。

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表示，分餐
不仅能避免疾病通过餐具传播，还可以
根据每人每餐所需营养合理搭配，保证
营养均衡和健康饮食。按需提供餐食，
也减少了食物浪费。推广分餐制不仅是
为了保卫“舌尖安全”，更是引领一种文
明就餐新风尚。

“分”还是“合”？一道难解的选择题

分餐制已是“老生常谈”。早在“非
典”时期，不少地方就提出过使用公筷
倡议，但疫情过后，由于百姓接受度不
高、分餐服务不到位等原因，分餐制并
未得到有效推广。看似简单的分餐，推
行起来却困难重重。

采访中，不少人认为分餐制会破
坏餐桌上亲切热闹的氛围，带来隔阂
感，显得有些矫情和别扭。一些餐饮企
业经营者表示，分餐会占用更多碗盘
和筷勺，不仅增加成本，还会加大清洗
的工作量。

而部分实行分餐制的餐饮店，实际
运行情况也良莠不齐。有的餐厅提供分
餐服务，但客人却不“买账”，有的餐厅
公筷、私筷长得一模一样，客人吃着吃
着就“不辨雌雄”了……

家庭分餐，难度更大。“我跟公婆一
起住，提出吃饭时用公筷，没想到老两
口强烈反对，差点引发家庭矛盾。”家住
河北保定的孕妇宋女士说，“老人们爱
用自己的筷子往我们碗里夹菜，明知道
不卫生，又不敢拒绝。”一些长辈觉得公
筷用起来又麻烦又生分，这种传统观念
短时间内很难转变。

“中餐讲究色、香、味、形、气，是中
华饮食文化的精髓，既要满足口腹之
欲，又要讲究摆盘美观，给人视觉享受。
如何在推行分餐制基础上，兼顾菜品的
盘式呈现，不破坏中餐的美感，也是餐
饮企业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山东凯
瑞商业集团董事长赵孝国说。

分餐常态化，还需迈过几道“坎”

采访中，多名餐饮业人士和专家表
示，分餐实现常态化，需要从改善服务、
提升社会认知、加强行业监管等方面多
管齐下。

分餐服务更贴心——
赵孝国建议，餐饮企业可在颜色、

图案上对公筷私筷进行区别，或选用长
柄勺和长筷作为公勺公筷，便于消费者
区分使用。餐厅可设置“公勺公筷架”，
在固定区域存放，定期消毒，同时对服
务员进行分餐礼仪培训，提升消费者就
餐体验。

观念转变是关键——
分餐制推行困难，究其原因还是很

多人在观念上不接受。中国饭店协会建
议，餐饮企业在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海报
和标语，引导使用公勺公筷。利用公益
广告、社区宣传、“分餐知识进课堂”等
多种形式，提高全社会对分餐的接受
度。同时引导餐饮企业在菜品研发等环
节引入分餐理念，采用更适合分餐的盘
式设计。

行业标准待建立——
部分餐饮从业者指出，由于缺乏统

一的行业标准指南，很多餐馆实行分餐
制都是“凭感觉”，效果参差不齐，建议
各地出台统一的行业指导标准，并将其
纳入相关评价考核体系。韩明表示，中
国饭店协会正在起草分餐制实施指南，
对不同场合公勺公筷配备标准和使用
方法提出建议，引导餐饮企业根据自身
业态规模，采用适合的分餐方式。

“比如高档宴会实行服务员分餐
制，婚宴、团餐、亲友聚餐等场合提供公
筷公勺，会议用餐采用自助餐形式等。”
韩明说。

疫情过后，分餐会成为潮流吗？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王靖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给国内餐饮业带来重创。随着各
地陆续复工复产，不少地方开始
提倡实行分餐制，分餐再次成为
人们热议的话题。

疫情过后，分餐会成为潮流
吗？记者采访发现，对于分餐，有
人双手赞成，也有人认为没必
要。这道“分”“合”之间的选择
题，你会怎么看？

截至 22 日，接受十九届中
央第三轮巡视的 45 家单位巡
视整改进展情况全部在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2019
年3月至6月，十九届中央第三
轮巡视对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等42家中管企业和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
3 个行业主管部门党组（党委）
集中开展常规巡视。2019 年 8
月3日集中公布了反馈情况。

3月20 日至22日，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网站分3批向社会
公布了 45 家单位的巡视整改
进展情况，接受干部群众监督。
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过后，
中央巡视完成了对中管企业的
巡视全覆盖，成为十九届中央
巡视全覆盖的首个板块。

从公布的整改进展情况
看，针对中央巡视组指出的问

题，中管企业党组（党委）切实
履行整改主体责任，普遍成立
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
整改方案，明确整改目标任务，
严格对照问题推进整改。进一
步聚焦主责主业，落实国家发
展战略，切实扛起中管企业的
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有的修
订完善“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和
议事规则，突出党组（党委）管
大事、议大事、抓重点，进一步
健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
的机制制度。有的制定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履行

“一岗双责”责任清单，通过调
研督促、考核问责等，压实管党
治党政治责任，加强重点领域
廉洁风险防控，加大对物资采
购、基建技改、外协外包、招标
比价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
监督力度，将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落到实处。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
定，3 月 23 日 3 时 21 分在新疆
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北纬41.75
度，东经81.11度）发生5.0级地
震，震源深度 10 千米。记者从
拜城县委等部门获悉，截至 23
日10时，尚未接到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的报告。与此同时，当
地电力设施、油气生产都保持
正常，文物保护部门正对境内
重要文物进行安全检查。

记者从拜城县委获悉，震
中距离县城60余公里，属于无
人区，凌晨4时许，应急救援队
伍已赶赴现场。截至目前，尚
未接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的报告。

另据电力、油气生产等部
门介绍，目前，拜城县电网及电
力设施运行正常，地震未造成
电力设施受损及停电情况。位
于拜城县境内的克拉 2 气田、
克深气田油气生产及运输管网
等设施运行正常，西气东输管
道运行正常，地震未造成油气

生产设施受损。
拜城县境内还有我国现知

最早的大型佛教石窟寺遗址克
孜尔石窟。克孜尔石窟始建于
公元三世纪，衰落于公元九世
纪，遗存约 10000 平方米壁画
和部分彩绘塑像、多处窟前建
筑构件遗迹。

记者从负责克孜尔石窟研
究、保护工作的新疆龟兹研究院
获悉，地震发生时，夜间在岗值守
的龟兹研究院保安人员感觉到轻
微震感。目前，龟兹研究院工作人
员正在检查石窟内的壁画。

拜城县位于天山南麓中
段，隶属于新疆南部的阿克苏
地区管辖。拜城县总面积 1.91
万平方公里，截至 2018 年末，
常住人口约24万人。拜城县是
新疆重要的粮食基地、油料生
产基地、重点玉米制种基地和
美利奴细毛羊生产基地，也是
重要的能源基地，石油、天然
气、煤炭储量丰富。

本栏据新华社

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
整改进展情况全部公布

3 月 22 日是 2020 年世界
水日。水利部 12314 监督举报
服务平台3月22日正式上线运
行，开辟了电话、网络、微信“三
位一体”、面向社会的水利强监
督新渠道。

据水利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为了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
道，加强对涉水问题的社会监
督，1月1日水利部12314平台
开通试运行，通过 12314 热线
电话、水利部网站、中国水利微
信公众号接受公众对涉水问题
的监督举报。

12314平台试运行以来，公
众通过电话网络微信等渠道反
映各类涉水问题线索400余条，
主要涉及农村饮水、河湖水域岸
线管理、水利工程建设及运行管
理、水资源管理及节水等领域，
有关问题线索均得到及时处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12314

平台先后接到农村饮水安全举
报问题78个，其中湖北地区15
个，水利部第一时间转办核实，
指导督促地方迅速查处，为保障
疫情严重地区的供水安全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一个个基层的举报线索，
一件件处理办结的具体事项，
12314 平台正逐渐成为联系服
务群众的‘直通车’和直达基层
强监管的‘千里眼’。”这位负责
人说。

他说，水利部将把 12314
平台问题线索办理情况作为水
利强监管的重要内容，全程盯
紧受理、分办、办理、反馈各环
节工作，视情开展复查复核，探
索举报奖励制度，定期通报办
理情况，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同
时，通过监督举报库比对查重，
从源头上减少重复交办，避免
增加基层不必要的负担。

3月22日是第二十八届世
界水日，3月22日至28日是第
三十三届中国水周。今年我国
纪念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活动
的主题是“坚持节水优先，建设
幸福河湖”。这提醒我们节约用
水、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走
人水和谐的绿色发展道路。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
生态之基。地球上淡水资源极
其有限，而且分布不均。我国虽
然淡水资源总量相对较多，但
人均占有量少、水资源时空分
布不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
水灾害频发。随着经济社会不
断发展，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
害、水环境污染的新问题突出，
水安全形势严峻。在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今天，节约用水，关

注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具有重
要意义。

为了纪念世界水日和中国
水周，水利部 22 日启动 2020
年水法规知识大赛。活动利用
水利部网站答题系统开展有奖
知识问答活动，试题涉及水法
规有关条款内容和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有关知识，以增强全
社会的水忧患意识和水法治观
念，营造依法治水、依法行政的
良好氛围。

一些地区也积极开展活动
迎接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河北
省沧州市运河区南环街道办署
西社区的志愿者们来到京杭大
运河畔，举行爱水护河环保活
动，清理河道垃圾并通过直播呼
吁大家一起守护运河水环境。

我国将2020年世界水日的中国
主题设立为

坚持节水优先
建设幸福河湖

新疆拜城县
发生5.0级地震

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水利部12314监督举报服务平台

正式上线运行

◎新华社记者

8万余人感染患病，超7万
人治愈出院——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至今，全国治愈出院患者人
数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地方本
地确诊病例清零……

面对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
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我国何以短时间内取
得这样的治愈“战绩”？救治工作
继续攻坚，记者近日深入十余个
省区市采访治愈患者和医护人
员，以及有关专家，探寻患者治
愈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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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冠肺炎患者救治攻坚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历经寒冬，武汉的樱花已悄然在枝

头绽放。
3月1日11时，武汉雷神山医院门

口，同住一间病房的 98 岁的胡奶奶和
她 55 岁的女儿，从院长王行环等医务
人员手中接过出院证明，现场响起一片
掌声。

这位已近期颐之年的老人，2月13
日晚住进雷神山医院时，高烧达40摄氏
度，还出现了心肺功能障碍，随即被确诊
为危重症患者。女儿也一同被确诊。

高血压、轻微脑梗、心肺功能障碍
……基础性疾病加之并发症，老人的救
治过程一波三折。困难面前，医护人员
没有低头：24 小时密切监护，抗感染、
抗病毒对症治疗，补液及营养支持……
一系列诊疗方案作用积极，逐见成效。2
月17日开始，经过不懈努力，母女俩体
温终于恢复正常，病情不断好转。经过
临床症状观察、影像学评估和核酸检测
后，双双达到出院标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
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打赢疫
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党中
央一开始就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首位，把医疗救治工作摆在
第一位，尽最大努力救治患者，最大限
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伴随时间推移，从武汉到湖北再到
全国，治愈患者人数不断上升。

方舱休舱！3月10日下午，随着武
昌方舱医院最后一批患者出院，武汉所
有方舱医院全部完成使命，16 艘“方
舟”累计收治患者1.2万余人。

迅速增长！31例、15299例、59432
例……在湖北，治愈病例数字不断攀
升 。放 眼 全 国 ，累 计 治 愈 出 院 病 例
72244例。

“总体上，我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
已经过去，新增发病数在持续下降，疫情
总体保持在较低水平。”3月12日，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米锋表示。

治愈患者大幅增加的背后
全国疫情防控持续向好，生产生活

秩序加快恢复，背后是一系列硬核战
“疫”方案。

——诊疗方案是基本遵循。
全新的冠状病毒，未知的作用机

理，不明的传播途径……疫情发生以
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已

“迭代”七版，人们对病毒的认识不断深
化，诊疗方法持续完善。

“诊疗方案是医护人员的战‘疫’指
南。”甘肃省天水市第五人民医院病区主
任王琦说，回顾救治过程，最深切的感受
就是要严格按照国家诊疗方案，坚持“四
早原则”，介入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坚持“四集中”原则，将优势兵
力聚焦主战场。

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
中救治，是对全国提出的抗疫工作原则
和要求，也是我国在历次伤病员救治工
作中积累的行之有效的经验。

应收尽收，分类施治。在武汉，定点
医院和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专门收
治重症、危重症病人；大批方舱医院收
治轻症病人，变“人等床”为“床等人”，
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

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
胜！全国 300 多支医疗队、4 万多名医
护人员驰援湖北，与当地医务人员并肩
作战。

——聚焦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抢救。
2月28日11时30分，50岁的新冠

肺炎危重症患者王某脱离ECMO（体外
膜肺氧合机）设备一天后，又顺利脱离
有创呼吸机。

“19天，456个小时，我们终于救活
他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护心小
分队队员、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周宁一颗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2月11日起，同济医院就迅速组建
“特战尖刀连”，包括护心队、保肾队、护
肝队、护脑队、气管插管队和中药特殊
治疗队，与来自上海、青岛等地的17支
医疗队协同作战，救治危重症患者。

为全力支援湖北疫情防治，国家着
重加强重症救治力量，调集到湖北的重
症专业医务人员数量超过全国重症专
业医务人员资源的10%。

中央指导组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说，一线
救治实践显示，对危重症患者要早期识
别、严密观察，并早期给予积极的呼吸
支持治疗，这种理念成功挽救了大批危
重症患者的生命。

——坚持中西医结合。
2 月 26 日，23 名新冠肺炎患者从

湖北武汉首个中医方舱医院治愈出院。
“江夏方舱医院收治的患者中，没

有一例转为重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江夏方舱医院院长
刘清泉说。

“大量病人治愈出院的事实充分证
明，中西医结合效果显著。目前出院患
者中，多数使用了中医药。”中央指导组
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余艳
红说。

尽最大努力救治每一位患者
3月17日零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的所有成
员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医疗队留下，
接管武汉协和医院西院的一个重症病
区。”

此时，距离医疗队结束武汉协和医
院肿瘤中心的战斗、重症病区“清零”关
舱，仅仅 24 个小时。闻令而动，应声而
起，140位“白衣战士”再赴新战场。

一切，为了生命——不获全胜，绝
不收兵！

截至 3 月 21 日 24 时，全国确诊病
例仍有 5549 例，其中重症病例 1845
例，救治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繁重。

全球疫情流行，境外输入风险持续
加大。

“要继续加强医疗救治，将重症患
者向高水平定点医院集中，努力提高治
愈率、降低病亡率”“要加强对境外我国
公民疫情防控的指导和支持，做好各项
工作，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3月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最新要求。

救治工作继续攻坚之际，战鼓再次
敲响，从湖北到全国各地，医务工作者
尽最大努力救治每一位患者。

在主战场湖北，截至 3 月 21 日 24

时，仍有确诊病例5224例。
从科学选用药物和诊疗技术到推

进治疗方案同质化、规范化，从强化多
学科联合诊疗到加强后续康复治疗，湖
北积极推进全周期救治。

“ 一 个 月 前 的 累 计 治 愈 率 只 有
9.9%，现在已经超过了75%，武汉的患
者救治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国家
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日
前说。

连日来，境外输入确诊病例逐渐增
多。面对新情况，北京、上海、广东等地
全力排查人员状况，确定定点收治医
院，及时开展诊疗护理。3月18日，经过
10 多天治疗，上海首例境外输入确诊
病例、19岁的妥某某出院。截至3月22
日12时，北京已有8名境外输入病例治
愈出院。

疫情不分国界。面对境外确诊人数
直线上升、无数生命遭受病痛的紧迫形
势，中国多个专家组奔赴意大利、伊拉
克、伊朗、塞尔维亚等国家，为当地疫情
防控和临床救治提供方案，国内一些专
家和医院纷纷通过视频等方式与国外
同行分享抗疫经验。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新冠肺
炎是人类共同的挑战，希望今后进一步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共同分享成功防治
经验。

近日，一条喜讯传来：军事科学院军
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研制的新冠
疫苗于3月16日获批进入临床试验。

陈薇院士团队仅仅是一个缩影。科
研战线上，无数科技工作者争分夺秒工
作，与病毒赛跑……

三月，春回大地。
3 月 19 日，曾整整 4 天无法下床、

依靠经鼻高流量吸氧设备维持生命的
新冠肺炎患者小顾，从湖北省黄冈市黄
州区人民医院成功治愈出院后，又顺利
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希望重症病人都保持好心态。吃
好、喝好、心情好，才会好得更快。”这位
21岁姑娘说出了肺腑之言……

窗外，无数花朵次第开放。春天，已
经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