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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查找漏洞，针对问题症结，
落实“四早”要求，压实“四方责任”，
从严从紧抓好各项防控工作，坚决阻
断疫情扩散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

散，疫情输入风险加大。国家卫健委
新闻发言人表示，多地机场、口岸、定
点医院陆续出现境外输入关联病例，
并造成一定范围扩散。全国疫情呈现
多点发生、局部暴发的态势。这些都
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更大挑战，要求
我们驰而不息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日在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内外相关科学研
究和疫情防控实践表明，德尔塔变异
株并没有导致新冠病毒生物学特性
发生颠覆性改变，传染源、传播途径
基本清楚，现有的疫情防控措施对德
尔塔变异株仍然有效。同时，全国累
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已超 18 亿剂次。
目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已
先后派出由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
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赴有关地方指导

疫情处置和医疗救治工作，各地疫情
处置工作也正有力有序推进。相关举
措及时回应了群众关切，稳定了疫情
防控大局。

外防输入始终是疫情防控的重
中之重，一刻都不能放松，各部门要
履职尽责，每个人都有义务负起责
任、执行相关政策。各地要建立健全
常态化防控和应急处置转换机制，及
时激活指挥体系，加强监测预警，严
格报告制度。要加快区域协查，统筹
公安、工信、公卫力量，优化数据算
法，提高推送信息精准性，督促相关
地方尽快核查到位。要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深入查找漏洞，针对问
题症结，落实“四早”要求，压实“四方
责任”，从严从紧抓好各项防控工作，
坚决阻断疫情扩散。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了
重大战略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
掉以轻心。此轮疫情的发生，给疫情
防控工作再次敲响了警钟。一边是日
趋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一边是全球
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的任务仍然艰巨。行百里者半
九十，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把常态化
防控措施进一步落实落细落到位，宁
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守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关键
是要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克服
松懈麻痹思想，没有发生疫情时关键
抓“防”，发生疫情后处置要“快”，迅
速切断传播途径和链条，从严从紧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坚决遏制疫情扩散
蔓延。对于群众而言，接种疫苗依然
是防控疫情的有效手段。目前各种变

异株仍然在现有疫苗可控的范围内，
接种新冠疫苗可以有效地降低重症率
和死亡率。同时也要理性看待疫苗效
果，接种了疫苗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
忧，要持之以恒做好个人防护，戴口
罩、勤洗手、少聚集，等等。疫苗接种和
严格防控措施并用，才能最大限度保
护好自己，同时将疫情传播扩散风险
降至最低。作为疫情防控的主要环节，
个人也要自觉配合落实各地防控措
施，携手共筑防控疫情的坚强防线。

打赢疫情防控这场持久战，需要
政府、社会与个人都付出努力。持续
推进疫苗接种、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双
管齐下，坚持全国一盘棋，才能在常态
化防控中呵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落细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尹双红

中共中央 国务院致第 32届奥运会中
国体育代表团的贺电指出，在第32 届奥林
匹克运动会上，全团同志表现出色，取得
38 枚金牌、32 枚银牌、18 枚铜牌的优异成
绩，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
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

盛会落幕，一幕幕感人瞬间成永恒。此
次中国军团怀着光荣与梦想征战东京，作
风顽强，表现出色，金牌数追平在伦敦奥运
会取得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难以忘怀，

“00后”杨倩勇夺首金，掀起青春风暴；难以
忘怀，苏炳添一跑惊世，历史性站上男子百
米决赛跑道；难以忘怀，四战奥运的铅球名
将巩立姣终将金牌收归囊中；难以忘怀，跳
水天才横空出世，14 岁少女全红婵强势夺
冠……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运动员，惊艳
世界！

奋斗者永远年轻。一个人要保持旺盛
的青春活力，就必须奋斗，必须拼搏。奋斗
不息，拼搏不止，才能经受挑战，超越自我。
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闭幕式旗手的苏炳
添，在男子 100 米半决赛以 9 秒 83 的成绩
进入决赛，不但打破了亚洲纪录，而且成为
中国第一位进入男子 100 米决赛的运动
员。在电计时代，亚洲还没有人能闯进奥运
会百米决赛，苏炳添创造了历史。在传统

“职业生涯”概念里，30 岁以上已经是难以
创造成绩的年纪，但是 32 岁的苏炳添依然
创造了自己的“最高速度”，确实是一个奇
迹。奇迹的背后，写满了奋斗的故事，谱写
了拼搏的乐章。

自古英雄出少年。8 月 5 日，东京奥运
会女子十米跳台决赛，年仅 14 岁的小将全
红婵，凭借高超技术如“水花消失术”夺得
冠军。5个跳水动作中，有 3 跳征服了裁判，
获得了满分，被誉为天才少女。天才并非从
天而降，而是在磨砺中成长。全红婵每天陆
上跳要完成300 个左右，水上跳要完成 120
个左右。如此艰苦的训练，她硬是坚持了下
来。“少年强则国强”，一批 00 后在东京奥
运会上放开手脚，奋力拼搏，大放异彩———
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十多位“00 后”获得
奥运冠军，约占奥运冠军总数的 30%。年轻
一代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展示实力、活
力和毅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年轻人最好
的样子。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体育亦如此。奥运
会比赛，不仅是一场竞技比赛，在某个维度
上说，也是一场科技竞赛。随着中国科技实
力增强，越来越多的“黑科技”也在帮助中
国运动员实现“更快、更高、更强”。比如，在
苏炳添的训练中，计算机仿生模拟给出了

跑步时步长、预备时膝关节角度等多方面
数据，是典型的科研型训练。在他自己的论
文中，苏炳添等作者总结中国男子 100 米
短跑跻身世界前列的经验，“践行科学化训
练理念”被放在六大原因之首。高科技在体
育竞技中的应用，也是中国科技实力和综
合国力提升的体现。

巧的是，东京奥运会闭幕之日，也是我
国第十三个全民健身日。“没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全面小康。”进入新时代，全民健身
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被赋予更加丰
富的内涵。“全民健身日”于 2009 年确立；
2012 年，“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写入十
八大报告；2014年，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
略。后奥运时代，推动全民健身，要充分发
挥奥运精神。北京冬奥会 2015 年申办成功
后，6 年来，冰雪运动正在迅速“南展西扩
东进”，带动许多人参与冰雪运动。从中不
难发现，奥运会对推动全民健身有着巨大
的带动效应。

体育强，中国强。我们要充分发挥奥运
精神，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参
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带动群众体育发展，推
动增强人民体质，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以奥运精神激扬全民健身
练洪洋

近日，为提升我国油气管网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水平，油气管道“工业互联网
+ 安全生产”管理平台建设正式启动。2023
年我国油气管道数据有望实现“全国一张
网”，拥有这张数据网络，我国油气管道安
全管控水平将得到有效提升。

这是安全生产领域又一项新创举，其
中最亮眼的就是新技术的集成应用。人工
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给油气
管道“工业互联网 + 安全生产”平台赋予
了快速感知、实时监测、超前预警、联动处
置及系统评估等多种新能力，可以对遍布
全国、绵延千里、错综复杂的油气管道进行
线路管理、站场管理以及应急管理。在技术
加持下，“铁疙瘩”摇身一变，成了拥有“千
里眼”“顺风耳”、会“说话”预警的智慧管
网。

把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创新融入生产安
全，为我们提高安全生产水平打开了思路。
事实上，不只是智慧管网，各领域安全生产
的发展历来与技术进步密不可分。不论是
需求侧还是供给侧，强化安全生产的技术
支撑都有十足的必要性。

从需求看，技术是改善安全的重要基

础。在我们生活所熟悉的众多领域，都可以
切身感受到新技术带来新安全。比如在汽
车上，使用智能摄像头、激光雷达、3D 影
像、主动刹车等技术，可以帮助司机减少撞
车意外；在工厂里，用视觉检测仪来筛选瑕
疵，比凭肉眼找更快更准……安全生产领
域也同样如此，如矿山等行业中，规模化、
机械化、智能化一直被当作提升安全的“治
本之策”。近期修正的安全生产法也提出，
国家鼓励和支持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和
安全生产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安全
生产水平。因此，保障安全生产离不开发展
运用新技术。

同时，加强新技术应用也是落实监管
的迫切需要。安全生产涉及面极广，无处不
在，安全隐患如影随形。以一座城市为例，
监管部门不但要盯着大大小小的工厂、矿
山，还要管控交通、水利、住房等各行各业
的安全生产，更何况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不断涌现，有关部门仅靠人盯、靠腿跑，
既难以做到细致深入，也难以实现监管全
覆盖。因此，有必要靠技术手段来压实责
任、查漏补缺。

从供给看，这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创造了契机。“十四五”规划纲
要明确提出，提升城市智慧化水平，推行城
市楼宇、公共空间、地下管网等“一张图”数
字化管理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站在更宏
观的角度，智慧管网正是智慧治理的一个
落脚点，随着技术进步，城乡社会的诸多治
理要素都能够数据化并实现互联互通。这
就需要一方面，加大技术投入能为社会构
筑起更坚固的安全防线，另一方面，安全不
再只是成本负担，以技术促成新老基建融
合，将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增长
点。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技术只是
赋能，并非全能。回到安全生产上，技术能
否发挥实效，关键还看人的使用。安全生产
具有很高的专业性，添加新技术应当科学
合理，不可盲从。比如某些大数据监管，以
数据汇报替代现场检查，反而容易掩藏隐
患、蒙蔽监管。所谓“好钢用在刀刃上”，运
用新技术，不妨多些问题思维，直奔痛点、
难点、堵点去解决，才能真正使安全生产水
平迈上新台阶。

拥抱新技术，赋能新安全
邱超奕

近期，疫情形势反复，防控压力倍
增。全民抗疫之际，个别地方偶发囤
货、抢购、抬价等现象，要予以重视。

越是疫情防控吃劲的时候，越要
确保重要民生物资供应保障。针对不
法分子“发疫情财”的问题，江苏南京
开展防疫用品和民生商品市场价格检
查，坚决打击借疫情之机哄抬价格、价
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湖南张家界
印发通告，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
格，不得囤积居奇、虚构进货成本或利
用其它手段哄抬物价；河南郑州对违
反价格法律法规行为依法从严从重从
快打击，最高可处 500 万元的罚款
……各地态度鲜明、行动果断，给此类
现象敲响了警钟。

客观来说，疫情对社会的影响是
全方位的。疫情传播蔓延，防控措施升
级，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人工成本、物流
成本和原料成本的增加，供不应求的
商品出现一定范围内的价格波动也符
合市场规律。但是，一些不法分子“乘
人之危”，趁机哄抬物价甚至坐地起
价，图的是不义之财，坏的是抗疫大
局，造成的是市场混乱、情绪失控，理
应依法整饬。

打击投机，才能稳定市场、保障生
活，才能稳定人心、凝聚力量。2020 年
疫情防控期间，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
击利用疫情哄抬物价、囤积居奇、趁火
打劫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
为，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药品、医疗器
械、医用卫生材料等违法犯罪行为；有
的地方密切关注疫情对市场供求的影
响，做好居民生活必需品保供调度，防
止物价过快上涨，保持疫情期间基本民生服务不断档……这
些经受住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有效做法表明，面对疫情对日常
生活的冲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要
有力实施政府的调控手段，“市场”与“市长”缺一不可。

“我们在此向您做出诚恳的提示：疫情期间，我们的生活
物资供应不会有任何问题，请大家不要大量购物……不要做
物价上涨的推手”。2020 年疫情防控期间，一家超市的温馨提
示在网上热传。这是来自商家经营的良心，更是出于疫情防控
的理性。时间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疫情防控中那些囤货居奇的
做法、那些自私自利的行为，不为市场容许，不被法律容忍，一
定会付出代价。

﹃
疫
情
财
﹄
绝
不
可
图

岚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