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1月18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王兵 编辑：常元慧 秦德梅 美编：张慧 校对：代进 03

以我微光 照亮众人前路漫长
□本报评论员 薛静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在背负着生活重担的
同时，接近3800万人还不识字或者不会拼音，其中大部分
是女性。未能受教育的原因有很多，但面临的现实困境
却如出一辙，不敢出远门、跟不上时代脚步、被别人看
低……他们有过很多身份，可能是家庭中的子女、父母，
可能是日常邻里、同事好友，但唯独，不曾是“同学”。

  幸运的是，直播“成人识字班”为他们打开了识字认
拼音的大门。手机屏幕成了黑板，无数像杨维云这样的热
心人透过网络，在茫茫暗夜中，点亮了一盏人生之灯。
  辅导过孩子学习的人都知道，教书育人并非易事，
成人教育尤甚。与孩子不同，成人由于发音习惯都已固
化，有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忽然从零开始，打破之前
几十年形成的习惯，尤其要帮他们克服学习不顺带来的
挫折感，帮他们坚固学习的信心，给“老师主播”带来
了不小的挑战。此外，很多“老师主播”没有固定收入
来源，主要靠直播间里出售线上课程和基础书籍，但来

上课的“学生们”本就拮据，多数“识字班”几乎无利可图，
基本上属于公益性质。
  因而，像杨维云一样的坚守者，格外可贵。在她的
直播间里，几万个来自上海、湖南、新疆等地的学生，
上午学拼音，晚上练拼读，一年下来，累计接触超过
2000个汉字，可以充分满足日常使用。在谈及直播认字
后的感受时，很多人说，扔掉了“精神拐棍”，不必倚
仗他人，感觉自己真正的独立了。文以载道字以陈情，
文字力量可以予人以启迪，激发思想开阔思维，赋予他
们在漫长人生旅途中追寻更美好生活的能力。从此天高
海阔，自有一番人生境遇。或许这样的人文关怀，才是
教育存在的意义。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期待有更多人加入到识字行
列中，不屈于现实，不甘于隐没，拿起纸和笔，从任何一个
偶然的时刻开始必然的改变。更感谢所有的杨维云们，高
擎火炬，以我微光，破开云雾，照亮无数人的前路漫长。

  近日，73岁退休教师杨维云开直播教
识字的故事，引发社会关注。杨维云当过
50年教师。从去年开始，她在短视频平台
开起了“喜洋洋拼音课堂”。她原本定位的
受众是学龄前后的孩子，可随着时间流逝，
她发现成年人反而是学生的主体，中年人
居多，大部分是女性。因为不会拼音，他们
一直生活在挫折和自卑中。她在直播间不
带货，不收报名费，也不收学费，真正实现
了无偿授课。
           据《北京青年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
介绍，优化调整疫情防控二十条措施发布以来，
各地正在迅速贯彻落实，细化执行方案，开展政
策培训，加强社会动员，结合自身实际，在隔离
转运、核酸检测、人员流动、医疗服务等方面采
取更为精准的举措。一些地方也在及时纠正与第
九版方案和二十条措施不相符的做法，进一步提
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
　　米锋表示，要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
“动态清零”总方针，完整、全面、准确理解和
把握优化防控工作的部署举措，坚决反对两种倾
向，既要持续整治“层层加码”，防止“一封了
之”；又要反对不负责任的态度，防止“一放了
之”，保障好二十条措施不折不扣落地落实，保
障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发布会上，国家疾控局副局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沈洪兵介绍，今后在国内发生聚集性疫情
时，只有密接人员才会集中隔离。实际上，取消
对密接的密接的判定和管理，是基于感染风险大
小提出的更加科学精准的防控措施，对这类人群
不再集中隔离，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流调、隔
离等防控资源和服务保障资源。
 　当前，个别地方出现将密接的密接直接判定
为密接，进行提级管控的情况，沈洪兵认为是没有
必要的。需要强调的是，对取消密接的密接判定的
同时，各地对于密接者要做到快判定、快检测、快管
控。一旦密接者核酸检测阳性以后，在第一时间进
一步开展密接者的调查和管控，一环紧扣一环，因
此，对工作要求反而更高了。这些调整要求我们在
防控工作中要更科学、更规范、更快速地开展流调

和风险研判，把该管住的重点风险要管住，该落实
的防控措施要落到实处，该取消的要坚决取消，把
有限的防控资源用在最重要的防控工作上，最大程
度地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地降
低对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影响。

　　国家疾控局副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洪兵介
绍，核酸检测是疫情早发现的重要手段，是评估疫
情风险、及时采取措施防范疫情传播扩散的重要前
提。“既不能层层加码，也不能随意减码”。
　　沈洪兵说，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主要是严格
落实对风险岗位、重点人员的核酸检测要求，做
到应检尽检，确保高质量、符合频次要求的核酸
检测，不得随意不检、漏检。也不能擅自扩大核
酸检测范围。
　　发生本土疫情后，要在流行病学调查基础
上，根据疫情发生地区人口规模大小、感染来源
是否明确、是否存在社区传播风险及传播链是否
清晰等因素综合研判，根据风险大小，按照分级
分类的原则，确定检测人群的范围、频次和先后
顺序。如果当地疫情仅有零星的感染者，传播链
条清晰，在没有社区传播风险的时候，一般不按
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当疫情存在扩散风
险时，疫情所在的区可以根据风险评估结果，每
日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测，连续3次核酸检测没有
社会面感染者后，间隔3天再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
测，无社会面感染者可停止全员核酸检测。感染
者活动频繁、停留时间长的其他区，可基于流调
研判，划定一定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原则上
每日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测，连续3次核酸检测无
社会面感染者，可以停止全员核酸检测。
　　为有效防范疫情扩散蔓延，跨区域流动人员
凭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乘坐飞机、高铁、
列车、跨省长途客运汽车、跨省客运船舶等交通
工具，抵达目的地后要按照属地要求进行“落地
检”，入住宾馆酒店和进入旅游景区人员需要查
验健康码和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3岁以下
婴幼儿等特殊人群可免予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             本报综合报道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介绍精准落实疫情防控优化措施有关情况

今后国内发生聚集性疫情 仅密接需集中隔离
　　11月17日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同志和有关专家介绍不折不
扣、科学精准落实疫情防控优化措施有关情况，并回答媒体提问。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伟）据潍坊
海关统计，我市外贸前10个月进出口2860亿元人民币
（下同），进出口值超过去年全年，比去年同期（下
同）增长41.4%，高于全省外贸整体增速27.5个百分
点。其中，出口2098.3亿元，增长52.8%；进口761.7亿
元，增长17.1%。同期，潍坊市进出口、出口、进口
分别居全省第3、第3和第4位。
　　今年，随着助企纾困和外贸保稳提质各项政策措
施的落地见效，我市外贸进出口韧性十足。
  外贸市场主体活力有效激发。今年以来，我市有
外贸实绩的企业5651家，较去年增加336家。
  各种贸易方式均衡发展。前10个月一般贸易进出
口1689.5亿元，增长36.3%；加工贸易进出口725.4亿
元，增长54.8%；保税物流进出口442.2亿元，增长
42.2%，占15.5%。
　　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保持快速增长。作为我市
前三大贸易伙伴，前10个月我市对东盟、美国、欧盟、分
别进出口525.2亿元、462.2亿元、298.7亿元，分别增长
79.4%、73%、40.8%，合计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45%。

我市前十个月进出口值

已经超过去年全年

  既要防止“一封了之”，又要防止
“一放了之”

　　3岁以下婴幼儿等特殊人群可免
予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对取消密接的密接判定的同时，
各地对于密接者要做到快判定、快检
测、快管控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生态环境部等15部门
日前联合印发《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
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5年，全国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基本消除；PM2.5
和臭氧协同控制取得积极成效，臭氧浓度增长趋势得
到有效遏制；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水平显著提高，移动
源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下降。
　　据介绍，重污染天气消除攻坚战聚焦PM2.5污
染，以秋冬季（10月至次年3月）为重点时段，以重
污染天气频发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以及重
污染天气防控工作相对薄弱的东北地区、天山北坡城
市群为重点地区，针对区域不同污染特征提出相应措
施。按行动方案，到2025年，基本消除重度及以上污
染天气，全国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控制在1%以
内，70%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消除重污染天
气，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东北地区、天山
北坡城市群人为因素导致的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减少
30%以上。

我国将开展攻坚行动

2025年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