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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线入编”是对最美逆行者的最好奖励

集思录

“健康码”跨省互认，更要全国通行

微 评

画里有话

“云生活”须警惕消费陷阱
图/王 铎 文/杨玉龙

“禁收复工保证金”
让企业轻松上阵

对违规的“N95口罩
奶茶”必须严查

□陈广江

3月21日，从唐山市政府办公室获悉，
根据国家、省有关精神，经市委、市政府研
究同意，由市委编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市卫生健康委联合下发《关于做好
支援湖北医疗队编外人员专项招聘工作
的通知》，决定将支援湖北医疗队中的市
县两级编外人员全部纳入事业编制。目
前，专项考察、考核工作已完成，3月 20日
进入公示期。公示结束后，将按照程序办
理事业单位入编手续，纳入公立医院编制
管理。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唐
山从全市 35 家医疗单位选派了 122 名医
务人员，分 5 个批次驰援湖北武汉抗击疫
情。（据《河北日报》3月22日报道）

对于援鄂的唐山编外医护人员来说，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欣慰的消息。白衣执

甲，逆行出征，今朝凯旋，“火线入编”无疑
是对那些最美逆行者的最好肯定和奖励。

援鄂医护人员“火线入编”并非个
案。广东、贵州、江苏、湖南、吉林等多地
先后出台举措，为援鄂编外医护人员启动
入编“绿色通道”，送上硬核、实惠的“大礼
包”：通过直接考核的方式，将符合条件的
人员招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各地援
鄂编外医护人员的“火线入编”，赢得了社
会公众的普遍认可和称道。

在抗疫战场上，所有援鄂医疗队员不
分编制内外，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生
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的职业精
神，也证明了他们过硬的医德医风医术。

“火线入编”既是精神奖励，更是一份实实
在在的物质保障。珠海一编外医生坦言：

“我没想过自己会有编制，我也不是为编制
而来，但听到消息那一刻心里感到很甜。”

“火线入编”是否损害公平公正，涉嫌
违规？事实上，大可不必担忧。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入编方式除常见的公开招考、择
优录用外，还有针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考核
入编，即通过相关考核直接获得编制，援
鄂编外医护人员“火线入编”就属此列。
而且，人社部3月4日就印发相关文件，明
确提出“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的医务人
员，优先晋升职称或专业技术岗位等级”

“及时奖励要聚焦疫情防控期间工作表
现，突出符合奖励条件和群众公认，不设
比例（名额）限制”。从唐山的实际看，有
关部门也进行了“专项考察、考核”等一系
列工作，符合“专业岗位人员经过考核取
得编制”的有关政策规定。抗疫一线是没
有硝烟的战场，这些编外医护人员经受住
了生死考验，交出合格答卷，他们入编合
情合理合法。

疫情是一面镜子，直观地照出了援鄂
医护人员的心胸、境界、责任、能力、担
当。火线提拔、入编、记功……稀缺资源
就应该给这样的人。最近，吉林省人社
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编办，在全国率
先制订了《关于深入落实关心关爱疫情
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相关人事编制激励政
策实施细则》，从公开招聘、岗位聘任、考
核、奖励4个方面，出台多项具体人事编制
激励措施，树立鲜明选人用人导向。期待
更多地方积极创造条件，从制度层面保障
医护人员的利益，让有责任心、有担当精
神、有能力的
医护人员得
到应有回报，
共同营造尊
医重卫的社
会风气。

□胡建兵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高杲 23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继续清查防控疫情期
间出现的一些违规收费，严禁向企业收取所谓的复工复
产保证金。（据中国新闻网3月23日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
面临周转资金不足、运营成本增加、产品销售困难等现实
难题。此时，企业最渴盼的是一场解决问题的“及时雨”，
最需要的是针对性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而强行收取

“复工复产保证金”，必然会使企业背负更大的资金压力，
加剧企业运营困难、延缓复工复产的步伐，甚至使一些中
小微企业难以为继、彻底停摆。

一方面是企业复工复产的迫切要求，一方面是强收
保证金造成的复工复产新堵点、新难点，这个问题必须及
时有效解决。那些停留于疫情防控前一阶段的僵滞观
念，必须因时因势进行调整和改变。有关部门及时按下
违规收取“复工复产保证金”的“删除键”，不仅减轻了企
业的经济负担，也按下了复工复产的“快进键”，是对企业
的硬核支持和贴心服务。期待这一“禁令”得到不折不扣
的执行，让企业轻松上阵，尽快复工复产。

□许君强

近日，四川成都“凯茶”奶茶店复工后，推出了一款名
为“N95口罩奶茶”的产品。该奶茶的成分除了红糖和牛
奶外，还有药品“复方板蓝根颗粒”，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综合近日多家媒体报道）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生产经营的食

品中不得添加药品，可以添加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
药材的物质。板蓝根不属于卫健委公布的药食同源食品
和新食品原料名单品种，而复方板蓝根颗粒作为板蓝根
的制成品更是法律明令禁止的非食品添加剂。打着“致
敬抗疫医护战士”的旗号提供添加药品的食品，不仅暴露
出一些经营者食品安全知识的匮乏，也反映出其对相关
法律的无知。同时，以“N95口罩奶茶”命名奶茶，无异于
变相宣称产品具有防护作用，涉及虚假宣传，容易误导公
众，不利于疫情防控。

“N95口罩奶茶”于法不容、于情不合。对触及法律
红线和道德底线的“N95口罩奶茶”必须严查。这也提醒
我们，有关部门不仅要进一步加大日常巡查力度，还要加
大食品安全相关法规的宣传力度，加强对食品生产者的
法规培训，以杜绝此类产品的再次出现。

疫情防控期间，宅在家里成为大多数人的日常。“云观展”“云赏花”“云招聘”
“云健身”“云购物”“云读书”……各种形式的“云生活”不仅丰富了人们的“宅生
活”，而且弥补了线下销售短板。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不法分子炮制多类消
费陷阱，借“疫”谋财，比如“云学习”平台上诱导贷款、退费困难等投诉明显增加，
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综合近日多家媒体报道）

靠非法手段牟利终归是短视之举，“云生活”消费“坑”多多，亟待线上线下合
力共治。

□贾梦宇

随着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健康码”全国
互认正在按下快捷键。3月20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规划司司长、全国爱卫办副主任毛群
安表示：“目前，国务院电子政务办和国家卫
生健康委提供了各地跨省份互认共享的三
种路径，请各个省结合本地的实际来选择实
施。”（据《光明日报》3月22日报道）

防控疫情期间，杭州率先推出“健康
码”，实施市民和拟进入杭州人员的“绿码、
红码、黄码”三色动态管理个人健康状况，
领取绿码的人员凭码通行，领取红码和黄
码的人员需按规定隔离并健康打卡，满足
条件后转为绿码。这种数字化的电子管理
方式，既降低了人员交叉感染的风险，又让
疫情防控有“码”可依，并根据发展动态实
时更新，实现了精准抗疫。从杭州起步，

“健康码”在各地迅速推广开来。有数据显
示，全国目前已经有 25个省、市、自治区可
以在支付宝领取“健康码”。

随着国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跨省人
员流动不断增加。但由于各地“健康码”规
则不统一，一些人发现手机中的“健康码”
只在本地有效，一旦跨地区“就不灵了”。

健康码不能跨省互认，意味着务工人员在
返程之前，哪怕已经隔离了14天，返程之后
按照当地的政策，还得继续隔离14天，重新
申报当地的“健康码”。如此一来，既增加
了各地疫情防控的负担，又不利于人员跨
省市流动，阻碍了返岗复工进程。

为此，不少省份互相建立了“健康码”互
认机制。比如，浙江目前已与海南、河南、四
川、湖北等至少 10 省市实现“健康码”互
认。3月22日，取得天津“健康码”绿码的京
冀来津人员，体温检测正常后，可作为通行
凭证，在全市范围“一码通行”。但复工复产
带来的人员流动是全国性的，“健康码”若不
实现全国互通互认，单靠各省市之间签订协
议互认合作，也不利于服务全国防疫大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低风险地区之间
的人员和货物流动，必要的健康证明要做
到全国互认，不得再设置障碍，不对人员采
取隔离措施”。“健康码”的推出，是各地精
细化管理的体现，但“好事不能只做一半”。

“健康码”不仅要跨省互认，更要真正实现
“一码在手，全国通行”。只有当全国各地
“健康码”都能“无缝对接”，才能让“健康
码”更好服务防疫大局，助力夺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