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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本报讯 3月 23日，“商丘好人”文化建设座谈会
在市行政中心召开，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公民道德
建设实施纲要》，学习道德模范，致敬平民英雄，讲好

“好人故事”，推进“商丘好人”文化建设，汇聚商丘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市领导王全周、王琦、李
德民等出席会议。

与会人员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对李学生
英勇事迹作出的重要批示，以及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关心关爱道德模范、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的重要论述。市文明办主要负责人介绍了“商丘好
人”文化建设总体情况。“商丘好人”代表李东亮、蒋
冬梅，抗疫英雄王德恩单位代表吴协涛和社会学博士
张琼围绕“让‘商丘好人’精神在推动抗疫和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中闪光出彩”这一主题作了发言。

王全周在讲话中指出，“商丘好人”诠释的是价值
理念，凝聚的是道德力量，传递的是共襄善举，彰显

的是重厚文化。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把推进新时
代公民道德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要坚持不
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
教育人民，引导人们把握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
要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更好地把科学理
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要坚持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持续擦亮“殷商之
源”文化品牌，在守正创新中发扬传统优秀文化，大
力弘扬“重厚多君子”城市人文精神。

希望全市道德模范和“商丘好人”，能够更加珍惜荣
誉，紧跟时代步伐，自觉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者、传播者、引领者，倡导文明风尚、弘扬正能量，继续存
好心、做好事、当好人，引领带动身边更多的群众，汇聚
社会更强大的精神力量，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双胜利，谱写出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商丘绚丽篇
章。 京九晚报全媒体记者 刁志远

本报讯 3月 23日上午，市委书记王战营在市行政中
心接见“商丘好人”代表，指出要让“商丘好人”精神在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中闪光出彩，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努力奋斗，
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商丘绚丽篇章。市领导张
弛、王全周、王琦、岳爱云、李德民参加。

商丘好人联谊会会长黄伟、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任陈培莉等“商丘好人”代表先后发言，表达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平凡岗位为商丘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的决心。

王战营说，15年前的今天，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
平同志对全国第一届道德模范李学生舍己救人的英勇事迹
作出重要批示。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的感召下，

我市拉开了建设“道德之城”“好人之城”的序幕，好人
好事、凡人善举在豫东大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

“好人现象”“好人精神”“好人文化”。在当前的全民抗疫
战斗中，全市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广大医务工
作者白衣为甲，逆行出征；公安干警铁拳神盾、护民安
宁；基层干部不舍昼夜、严防死守；广大志愿者纾难解
困、热情服务；“商丘好人”群体充分发挥榜样引领作
用，抗疫英雄层出不穷，服务群众再立新功。

王战营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导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永远听党话、坚定跟党走，
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
忠实实践者。要讲好殷商之源文化故事，在守正创新中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加快建设殷商文化和商丘古都城文
化传承创新发展区，持续擦亮“殷商之源、通达商丘”
城市品牌。要大力弘扬“商丘好人”精神，弘扬“商丘
好人”文化风尚，在全社会形成尊崇模范、关爱英雄浓
厚氛围，凝聚风雨同行、团结奋进的磅礴正能量。要聚
焦实施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商丘经济发展高质量“一
方案十专案”，只争朝夕，奋勇争先，把疫情耽误的时间
抢回来，把遭受的损失补回来，坚决夺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确保实现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王战营等还与 20名“商丘好人”先进模范代表合影
留念。

京九晚报全媒体记者 刁志远

奋勇争先 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王战营等接见“商丘好人”代表并合影留念

“商丘好人”文化建设座谈会召开

21日，网传一份落款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的文件，要
求从3月23日起暂时关闭单位集体食堂，不得将外卖带
到机关就餐，鼓励干部职工到餐饮企业用餐，以实际行
动支持餐饮行业安全有序复工营业。消息一出，引发不
少质疑。

22日，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一位负责对外宣传的工
作人员回应称，网传文件属实，“不过不是强制大家，而
是倡导、鼓励大家去饭馆消费”，“可能措辞上会让大家
误会”。

至此，“误会”解开了。但也不能怪网友质疑，因为从
网传的通知本身，并不能看出“倡导”“鼓励”的意思。本
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在此要提醒有关部门，在
出台政策文件时要慎之又慎，类似的“误会”越少越好。

当前，很多地方的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等级降至低
风险，包括餐饮业在内的企业正在有序复工复产。然
而受疫情影响，人员流动和外出就餐需求大幅减少的

状况没有实质性改变，堂食消费尚未恢复正常水平。
有关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对遭受重创的餐饮企业进
行扶持帮助，初衷是好的，但“暂时关闭单位集体食
堂”这样的刺激手段未免有些片面、粗暴，于法于理
都有不当之处。

事实上，让大家想下馆子、敢下馆子，关键不在于用
行政命令把大家“逼”进馆子，而是要通过精准帮扶餐饮
企业，打造放心的环境、提供舒心的饭菜，让安全更有保
障、让服务更有温度，真正提振群众的消费信心。比如，
对缺少资金的餐饮企业提供贴息贷款或小额贷款，落实
好税费减免政策；对餐饮企业复工所需的防护物资在调
配上予以支持；对因人员短缺无法开工的餐饮企业提供
用人指导等。

正所谓，“有形之手”不可缺位，但也不能乱伸。地方
政府部门一定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推出合情合理的
政策措施，把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的好事办好办实，推动
餐饮市场早日恢复“烟火气”。

这样的“误会”越少越好
□于嘉 王春燕

在 3月 22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
会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王绣春透露，目前
已基本实现全国各类堵点、卡点应撤尽撤、应通尽通；同
时，各地一律不得以“无通行证件”等理由限行或劝返货
运车辆，真正实现货物运输“零阻碍”。

王绣春表示，目前已基本实现全国各类堵点和卡点
应撤尽撤、应通尽通，有序恢复正常物流运输秩序。截
至3月21日，各地交通运输部门配合当地卫健部门在服
务区、高速公路出入口、普通国省干线、客运站、客运码
头等不影响正常交通的地方设置的卫生检疫站也大幅
减少，目前尚有8000余处，比高峰时期减少了1.2万个。

为切实保障春耕生产运输通道畅通，交通运输部对
持有“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及人员运输车辆通行证”的防
疫物资、关键原辅料和重要生产生活物资运输车辆，严
格落实应急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确保“三不一优先”。对
于其他货运车辆，要求各地一律不得以无通行证件等理

由限行或劝返，实现货物运输“零阻碍”；同时加快推进
邮政快递进乡村、进社区，保障末端投递，全力做好货物
运输“最后一公里”的正常通行保障。

王绣春透露，截至3月21日，北京市、湖北省恢复了
省内的道路客运运行，其他 29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恢复了省际省内的道路客运。

此外，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二级巡视员谢焱在发
布会上透露，目前，农资重点企业的复工率达到88%，农
资门店营业率达到 90%。全国有四分之一的省份农资
门店以及企业复工达到 100%，农资供应能够达到常年
水平。

据农业农村部对全国 1200个农业县的调度，目前
有不到5%的县还有一定农资缺口。谢焱表示，下一步，
要细化调度内容，摸清楚农资所缺的种类、数量以及原
因，会同有关部门打通“最后一公里”。

据《北京晚报》

全国各类堵点卡点基本实现应撤尽撤

“中国天眼”：
疫情期间发现114颗脉冲星

新华社贵阳3月23日电 记者从国家天文台“中国天
眼”运行和发展中心了解到，今年 1月 1日至 3月 23日，被
誉为“中国天眼”的我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完成观
测近 1000小时，已完成全年观测时长目标任务的三分之
一，发现并认证的脉冲星达到114颗。

据了解，为减少疫情期间人员流动，在北京的“中国天
眼”运行和发展中心大部分科研人员远程办公，少数在贵
州观测基地现场的科研人员克服困难坚持上岗值班，有的
连续工作2个月才休息，确保望远镜全天候正常运行，确保
科学家拟定的各项观测计划正常执行。

目前正值“中国天眼”积累观测时长和科学产出的关
键期，该中心克服疫情的不利影响，对望远镜观测流程进
行系统优化，陆续启动了脉冲星测时阵列、漂移扫描多科
学目标巡天等5个重大和优先项目的科学观测。

一颗近地小行星飞掠地球
直径26米

新华社南京3月23日电 记者23日从中科院紫金山天
文台获悉，该台新发现一颗已飞掠地球的近地小行星。根
据观测确定的轨道推算，这颗小行星于北京时间3月15日
凌晨4时17分51秒飞掠地球，此次与地球的最近距离约为
32.8万公里。

目前，国际小行星中心（MPC）已发公告确认这一发现，
并为这颗小行星给出临时编号：2020 FD2。

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赵海斌介绍，17日，该台近地天
体望远镜首次观测到这颗小行星。科研人员立即将数据上
报国际小行星中心，全球5个站点共同观测，经过3天的持
续跟踪，最终确定了它的轨道参数。与地球交会时，最小距
离约为28.4万公里。

“2020 FD2的轨道非常特殊，是一个超大偏心率的椭
圆。根据估算，这颗小行星的直径只有26米左右，又是从太
阳的方向飞来，非常不易观测，因此，它在飞掠地球之后才
被发现。”赵海斌说。

古特雷斯：
水资源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新华社联合国3月22日电 22日是联合国确定的“世
界水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表示，如果不立即采
取有力措施，到 2050年，全球将有 35亿至 44亿人用水受
到影响，其中超过10亿人生活在城市中。

今年“世界水日”重点关注“水与气候变化”。古特雷斯
当天致辞说：“世界水资源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目前，
全球约有 22亿人缺乏安全的饮用水，42亿人生活在缺乏
足够卫生设施的环境中。除非我们采取紧急行动，否则气
候变化的影响预计将加剧这些数字的增加。”

古特雷斯说，水是我们感知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介
质。我们能够通过这种介质，从干旱和洪水等极端天气事
件，到冰川融化、盐水入侵以及海平面上升等，感受气候变
化的影响。

他强调，全球变暖和对水资源不可持续的使用将造成
前所未有的水资源短缺，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流离失所。
这将对健康和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并成为“不稳定和冲
突威胁的倍加器”。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加大对健
康水域和水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幅提高用水效率。

1993年1月18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做出决议，确定
每年3月22日为“世界水日”。“世界水日”的宗旨是唤起公
众的节水意识，加强水资源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