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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谨防应对疫情时的越位和失态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近日，H7N9禽流感骤然
来袭。看到新增病例和死亡
病例的陆续公布，有些民众
心生忐忑。关于疫情的不实
传言在网络上不时冒头，有
些已经不胫而走，加剧了社
会上的恐慌情绪。不少人开
始迷信“偏方”，抢购板蓝根
等中药材，以求“自保”。

学 术 界 的 观 点 认 为 ，
H7N9禽流感病毒是一种新
型病毒，目前还有很多不为
人知的东西。面对不确定性
产生恐慌情绪，的确是很多
人无法克服的心理反应。“一

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
些人对禽流感的恐慌还源于
十年前的非典经历。在非典
爆发初期，当时的卫生部和
北京市反应迟钝，对疫情的
防治指导不力，在信息传播
中出现的偏差引发了公众的
信任危机。这次疫情出现，一些
人还是习惯性地排斥官方信息
和专家意见，偏听偏信各种小
道消息。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新
型病毒人际传染的证据，但是
恐慌情绪已经在一定的范围内
相互“传染”，有可能引发局
部的社会风险，这应当引起
全社会的警惕。

非典事件之后，中国建

立了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
系，各地应对疫情已经有章
可循。面对仍有心理阴影的
民众，政府部门应该清楚权
威信息的及时发布是何等重
要。在信息传播的新环境中，
大多数地方对疫情都有了正
确的认识。现在无论疫情防
治进展如何，各地大多都能
做到及时发布信息，让流言
止于真相。如果政府部门单
从“维稳”的角度考虑问题，
对学术问题妄下论断，不但
不能稳定人心，反而损害政
府公信力。新型病毒刚被发
现不久，江苏省卫生厅就发
布了中医方，甘肃省卫生厅

则公布了按摩穴位的预防方
法，这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直言
不讳地说“这也太快了”，世
界卫生组织之前也表态，对
中药的防治作用无法做出评
论。两相对照，民众不禁要问，
政府部门为什么要急于发布缺
少实证的信息，来自官方的药
方究竟是对症下药，还是单纯
的心理安慰？现在，有意瞒报
疫情的官员确实少了，但是
为了稳定，乱发信息也可能
适得其反。当然，在信息发布
中越位的不只是政府部门。
一些政府部门之所以表现得
无所不能、包打一切，背后往

往都有专家为其信用做“背
书”。有些专家在公共事件中
不能严守科学的态度，经常
为利益和人情摇摆立场，成
了民众眼中的“砖家”。信息
发布的各种不规范、不谨慎，
不仅迷惑了公众的判断，也
使得不信任感在社会蔓延。

在要求政府和专家各归
其位时，公众也应该提防自
己在危机中的失态。即便板
蓝根确实有预防禽流感的功
效，一个公民在公共事件中
也应该表现出基本的文明素
养。假如每个人都以“大难临
头各自飞”的抢跑方式应对
危机，社会文明又从何谈起？

现在的疫情远不能与当年的
非典相提并论，作为“过来
人”应该对各类信息做出较
为理性的判断。如果说，十年
前抢板蓝根还有情可原，十
年后再抢一回就真的是闹剧
了。这样的社会稍有风吹草
动，就会暴露脆弱的一面。

公共危机还需公共应
对。我们这次能否成功击退
禽流感疫情，最终还要看每
一个部门和每一个人能否各
归其位、各守其责，以理性和
科学的态度应对。否则，一个
微小的越位和失态都可能引
发强烈的共振效应，使得整
个社会支离破碎。

这次能否成功击退禽流感疫情，最终还要看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人能否各归其位、各守其责，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应对对。

刘洋扫墓，官方别来凑热闹
□本报评论员 王昱

4月4日，中国首位女航
天员刘洋回到故乡扫墓，据
林州所在的安阳当地媒体
报道，不仅安阳市市委书记
亲自在车站迎接，当地电业
局还特地为其老家院内老
化破损的供电设备进行了
更换，当天还专门派人“现
场 值 守 ，确 保 当 天 用 电 安
全”。

作为首位女航天员，受
到父老乡亲的欢迎可以理
解。但当地官方又是献花又

是横幅，给人的观感实在不
像扫墓。当然，这恐怕并非刘
洋自己的意志，但这份“身不
由己”却恰好揭露出了那层
灰暗的社会底色。

细究起来，报道中的几
个细节问题耐人寻味。首先，
从古至今，扫墓都是一件很
私人的事情。听说过红白喜
事有大开宴席、呼朋引友的，
没听说过清明上坟还有搞得
如此热闹的。普通公民回家
扫墓，是怎么惊动当地官方
的呢？官方又有什么理由或
义务参与？从市委书记专程

去车站迎接，到电力部门抽
调专人现场值守，再到全程
的前呼后拥，卡点之准，用心
之细，看得出下足了功夫。而
当地官方此次嗅觉之灵、用
力之猛，不惜把庄严肃穆的
扫墓搞得变了味，究竟所图
为何，让人实在禁不住犯琢
磨。

再说当地“及时”更换破
损电路并派专人值守这事
儿，当地电业局虽然口头上
说是为了“刘洋老家五龙镇
泽下村的供电保障工作”，可
报道中却只见给刘洋家的老

院更换电路，专人值班也是
为了保障“当天”用电安全。
试问，该村其他住户怎么办？
平时该村的电路会得到如此

“保障”吗?其实，为迎接某领
导、富翁或者明星，一些基层
政府类似的事情干得不少，
而无论唱戏的是权力、金钱
还是名气，总能看到政府部
门在其中为之搭台。本应服
务大众的公权力，成了官员
为到此一游的精英们牵马坠
镫、随心使用的道具，而当地
居民福祉反被抛在脑后，真
是奇哉怪也。

本应沉静的扫墓活动变
得如此热闹，揭示出我们的
社会，尤其是一些执掌公权
力者，为成功者“锦上添花”
的事情做得太多，以至于社
会出现了价值高度一元化的
趋势，权力、财富、社会声望
这些要素可以随意兑换，只
要占有一种便可以赢者通
吃。类似的事件一再发生，不
仅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
公，更是对社会风气的毒化，
让旁观者在仰望成功者时，
会产生一种这个时代不该有
的“人上人”的错觉。如果本

应保障社会公平的公权力都
如此势利眼，整个社会的公
平公正还如何指望？

祭奠祖先、追远慎终，是
个人的私事；服务民众、慎用
权力，是地方政府的公事。两
者本应各干各的，并行而不
可混淆。拿着公权力去为私
事凑热闹，不管理由多么冠
冕堂皇，都会不仅让围观者
看着别扭，更让当事人也闹
心。

祭奠祖先、追远慎终，是个人的私事；服务民众、慎用权力，是地方政府的公事。两者本应各干各的，并行而不可混淆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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