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南凤池 记者张淑会）作为全
省精神卫生方面主力军，省第六人民医院将心理疏导和
心理干预贯穿战疫全过程，进一步加强完善重大疫情心
理干预救援体系建设，组织有关人员特别是抗疫归来的
心理专家召开座谈会，为远期心理防疫夯实技术基础。

疫情发生后，该院在原河北省卫生应急分队基础
上，临时吸纳省内各级医疗机构 10余名心理专家，第
一时间组建20多人的河北省心理援助医疗队，投入抗
疫一线。他们创新方式，开通国内第一家“支援湖北医
疗队微信心理疏导平台”，通过微信视频方式，保证了

“一人一专家、一人一方案”，用科学手段缓解了一线医
护人员心理压力。

随着疫情的发展，按照省卫生健康委统一部署，该
院选派多名心理专家分赴全省各市，为新冠肺炎患者
和医务人员提供心理援助服务。同时为解除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因封村、封路不能及时购药等后顾之忧，第一
时间开通微信专用账号，安排精神科专家，实施线上就
诊、免费邮寄药物新举措。

随着疫情缓解，该院及时织密心理卫生防疫科普
网。组织多名心理专家拍摄20余个科普视频，撰写50
余篇科普稿件，普及公众心理危机应对知识，通过微信
平台、“开心医生六哥”头条号向社会发布。同时，多名
专家通过媒体就与疫情相关的心理卫生、情绪波动、睡
眠障碍等大众关注焦点问题现身说法。充分发挥河北
省心理援助热线即时连线服务优势。近 2个月来，挂
靠在省六院的河北省心理援助热线一直实行 24 小时
不间断服务模式，向社会大众及医学隔离观察人员等
提供心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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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消费热起来要打好组合拳

集思录

谨防“宅娃”荒于游戏

微 评

画里有话

限量“直供”茅台就是致敬援鄂医护？

图、文/张建辉

防疫规定执行
不能擅自加码

维护新冠肺炎痊愈者
平等就业权

高考后组织现场校考、减少专业范围、网上视频面试——

艺考调整 影响几何
加强完善重大疫情心理干预

救援体系建设

省第六人民医院创新方式
为一线医务人员减压

□魏文彪

近日，持有健康码绿码、从湖北恩施咸丰县回广东
省惠州市工作的覃女士，因疑似流产前往当地医院就
诊。然而，其中一家医院以隔离期未满拒绝其就诊，另
一家则在做了发热门诊筛查、核酸检测后，称还需等核
酸检测结果出来才能对其进行治疗。最终，覃女士在
惠州市第一妇幼保健院才做了B超检查。（据澎湃新闻
3月26日报道）

《惠州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调整湖北抵惠人员健康管理的通告》（第五号）明
确规定，持有湖北健康码绿码人员抵达惠州市，不需进
行核酸检测和隔离观察。依此而言，覃女士前往的前
两家医院，存在执行疫情防控规定擅自加码的现象。

各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防疫规定，
是根据当地疫情防控形势的发展审慎做出的。在具体
执行过程中，应该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失之于宽、失
之于松，这将带来防控风险；另一种是防控过度，在执
行防疫规定时擅自加码。防控加码，不仅会给群众生
活带来不便，也会妨碍复工复产工作的开展，阻碍经济
社会发展。期待有关部门对这一事件认真调查，切实
杜绝当地某些部门过度防控的加码行为。

□许君强

近日，安徽省总工会发布提示，用人单位应当遵守
劳动法律法规和抗疫期间有关政策规定，对已治愈的
新冠肺炎患者，用人单位不能以曾患传染病为由拒绝
录用。（据《新华每日电讯》3月25日报道）

各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人们纷纷踏上
外出务工的行程。然而，在求职过程中，有的人却因与
新冠肺炎“有关”而受到冷遇甚至被“拒之门外”。今年
二月，杭州的痊愈者姚女士被通知不得返岗，公司决定
与姚女士解除合同。

保证新冠肺炎痊愈者的平等就业权，需要及早引
起全社会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等法律规定，劳动者有平等的就业
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原携带者、残疾
人。用人单位以曾患有新冠肺炎为由拒绝录用求职者，
是明显的违法行为。安徽省总工会及时发布这一提示，
既是给用人单位打了一剂“预防针”，也是一次广泛的普
法宣传，对捍卫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助力全面复工复产
有着积极作用，值得借鉴和推广。

□梅刘柯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量未成年人
“宅”在家里，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成为陪伴
未成年人学习和娱乐的首选工具，近期有关
未成年人网游消费纠纷更加突出。中国消
费者协会提醒家长：莫让“宅娃”荒于嬉，免
得废人又费钱。（据人民网3月23日报道）

疫情之下，学校纷纷延期开学，这个加
长版寒假对于孩子们来说，真是太过瘾了。
然而孩子们手机不离手、沉迷打游戏，却让
不少家长头疼不已。孩子们长时间沉迷游
戏，不仅会严重影响学习，而且还会导致视
力下降，对身心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

更有一些“熊孩子”随心所欲给游戏充
值、看直播刷礼物，等家长发现为时已晚，造
成不小的经济损失。近一段时间的几则新
闻报道让人感叹不已：郑州新密10岁的小强
沉迷网游，偷偷将妈妈4万多元的积蓄充值；
10岁儿童上网课却玩起了手机游戏，微信支
付花掉2万多元；11岁男孩用姥姥手机上课，
半个月却充值近10万元打赏游戏主播……

学校组织上网课，孩子们接触手机、电
脑的理由更正当了、机会更多了、时间更长
了，但要谨防他们心思走偏、荒于游戏。无论

是家长、老师，还是相关监管部门，都应严管、
严控，为孩子们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确保孩
子们在疫情期间得到更多健康、向上的教育。

家长管教要严格。非常时期，家长不能
偷懒，不要以为孩子要上网课，把手机交给
孩子就万事大吉了。孩子好奇心强，但辨识
能力、自控力差，容易动歪心思玩游戏并陷
入其中难以自拔，需要家长投入比以往更多
的耐心和陪伴，督促引导他们把更多的心思
用到学习上。

老师要在增加网课趣味性，吸引孩子回
归课堂的同时，增加网络消费警示教育内
容。一些“熊孩子”之所以随意充值、打赏如
流水，正是对父母含辛茹苦赚来的钱没有概
念，老师要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形成正确的消费理念和行为习惯。

对游戏企业和直播平台的监管不能
松。一些网络游戏并未切实落实有关实名
认证制度的规定和未有效启动未成年人保
护机制，不论年龄都可以登录玩；还有一些
收费游戏并无明示，甚至以“免费试玩”诱导
低幼孩童入坑。频发的事件警示我们，疫情
期间需要对游戏企业和直播平台加强监管，
对违法违规者加大惩治力度，切实为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织密防护网。

□贾梦宇

两个多月没出门花钱，心痒了吗？连
日来，为了尽快让消费热起来，让经济活起
来，从中央到地方频放“大招”，鼓励人们出
门“买买买”。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宣传部、文
化和旅游部等23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
进消费扩容提质 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的实施意见》，出台19条措施促进消费扩容
提质；多地市委书记、市长进商圈、下馆子、
逛超市，带头消费、文明消费；南京、济南、杭
州、宁波等地推出金额从几千万元到上亿元
不等的消费券，重点鼓励文旅、餐饮等消费；
河北各地推动开放堂食、引导网络消费、开
展促销活动，多措并举促消费热起来……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造
成不小冲击，尤其是餐饮、酒店、旅游、娱

乐、交通等行业受影响更为严重。数据显
示，今年前两个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下降 20.5%，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28.7 个百分点。目前，全国本土疫情传播
基本阻断，防控策略转向“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尽快让消费热起来、让经济活起
来，就成为减轻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必然选
项，成为当前工作的重要内容。

消费是经济强劲增长的持久动力。无
论是一些地方鼓励党员领导干部带头下馆
子、逛超市，还是发放消费券、各种补贴以
及延长假期等措施，都传递出促进消费的
明确信号，有助于提振消费信心、激发消费
欲望、活跃消费市场，引导、鼓励人们走出
家门，大胆消费。数据显示，在各种措施的
推动下，一些地方的消费市场明显“回
暖”——3月18日至23日的5天时间里，南
京市共使用电子消费券34522张，总消费金

额达942.93万元。
相比之下，一些地方为了刺激消费出

台的政策却没有“把好事办好”。比如，有
的地方在推出促进消费政策时，相关措施
的落地点，只限制在一个电商平台上，将其
他所有同类或不同类的电商平台、消费服
务平台都排除在外。这样的操作，不仅让
人看不懂，也让人起疑：难道促进了一家电
商平台的振兴，就能促进本地消费？再比
如，有的地方为了鼓励单位职工到餐饮企
业就餐，直接出台规定要求企事业单位“关
闭集体食堂”“禁止点外卖”，虽出于好心，
但用力过猛，完全无视职工利益，不尊重市
场规律，恐怕只能事与愿违。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对
经济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是经济增长的
内生动力。通过这场疫情，我们对此有了
更加深刻的理解，深切感受到在提振经济

过程中更要充分发挥消费的推动作用。让
消费重新热起来，需要一时的刺激性举措，
注重短期的消费回补，更需要着眼长远、科
学谋划，应时而动、因地制宜，打好组合拳：
打造诚信、安全、公平的消费环境，打通“堵
点”，化解“痛点”，稳定和增加城乡居民财
产性收入，注重建立更加完善的长效机制，
为消费者注入更足的信心和底气，让人们
愿消费、能消费、敢消费。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春天已经到
来，希望疫情尽快过去，期待过去那种排队
买奶茶、去“网红餐厅”打卡、到电影院看大
片的日子早一
点回来，期待
扩 容 提 质 的
消 费 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注
入更多活力。

近日，贵州白酒交易所对外公布称，“为了表达对战疫英雄们深深的敬意”，
该公司将按每瓶1499元的原价向贵州援鄂医疗队1443名医护人员直供飞天
茅台酒。此举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和质疑。3月23日，贵州省市场监管局约谈贵
州白酒交易所，并发布通报，要求该所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守法经营、规
范经营；加强自律、遵守行业规范，不得关联抗击疫情，社会公益活动等进行商业
化炒作，并责成该所迅速整改。（据人民日报客户端3月25日报道）

拿援鄂医务人员做噱头，这广告太 low！惦记着前线医护补助，良心难道
不痛吗？

□河北日报记者 马 利

尽可能减少校考专业范围；鼓励高校
采取考生提交作品、网上视频面试等非现
场考核方式进行考核；对于专业性强且拟
继续组织校考的高校，实施初选后，在高考
后再组织现场校考……与往年相比，今年
艺考政策变化之大前所未有。这些变化对
广大艺考生有何影响？考生如何应对？记
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先考文化

准备大半年的专业考试推迟

3 月 12 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原则上
2020年高考前不组织现场校考。

“如果说 2020 年春季学期开学推迟，
给高考生带来困难和焦虑的话，那对艺考
生则是难上加难。”唐山美术考生张浩然对
自己的“排兵布阵”很是懊恼。

去年 10 月，学校的班主任就提醒他，
重视省里的统考。因为统考覆盖面更大，
是很多学校的录取依据。校考则是“一把
钥匙开一把锁”，而且 2020 年校考院校大
幅度减少，只保留了几十所。然而，张浩然
没有听从老师的劝告，把宝押在了校考上，
只是草草准备了艺术统考。

“很多考生都有北京情结，中央美院、
清华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院校，还保留了
校考。”张浩然说，按照惯例，这些学校的校
考与统考的测试方向不同，所以上学期他
都是在北京学习，春节都没有回家，坚持在
画室练习。

然而，到了2月，张浩然仍然没有等来
校考，陷入无限的焦虑中。“这大半年，心思
都用在校考上了，现在一切都成了未知，文
化和专业都不知道该顾哪一头。”他说。

据了解，往年艺考生多数会在2月底3
月初结束艺术类专业校考，全力投入文化课
复习。但今年各大高校的艺术类专业校考
时间全部推迟，这让很多艺考生特别无奈。

“我们之前准备了大半年的专业考试
推迟到了高考后，‘荒废’很久的文化课却
要先考了。”不少艺考生表示，节奏完全被
打乱了。

石家庄市第三十五中学教师龚轶群表
示，今年的校考形势对艺考生来说冲击很

大。统考中失利的考生打算在校考中背水
一战，而校考学校数量的锐减，加剧了竞争
压力。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即将开始的校
考戛然而止，对于这些备考学生来说无疑
更是雪上加霜。

面对新的形势，部分高校也在调整艺
考政策。每一次调整，都挑战考生们敏感
的神经：“招生名额是有限的，谁录取、谁落
榜，与招生政策紧密关联。”

据了解，北京电影学院、山东艺术学院
等多所院校的最新艺考方案陆续出台。部
分专业初试改为线上，有的专业拟调整合
并考试内容、减少考试环节、压缩考试周
期，更有专业取消校考，考虑按照高考文化
课成绩由高到低录取。

这对文化课成绩较好的考生来说显然
很有优势，但对那些文化课一般、专业素质
好的学生来说，明显有点吃亏。“要是我们
文化课成绩很棒的话就不学艺术了，花费
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去学艺术，就是
想弥补文化课的不足，考个好点的学校。”
有些艺考生说。

后考专业

舞蹈、音乐类考生承压

“艺考调整，音乐、舞蹈类考生受冲击
更大。”石家庄市第十二中学高中部教学处

副主任刘红燕表示，与美术考生相比，音
乐、舞蹈考生压力更大。

来自石家庄的李彦星是音乐类艺考
生，今年计划报考哈尔滨音乐学院、武汉
音乐学院、华南师范大学等院校，然而这
场疫情打乱了她的所有计划。她说，哈尔
滨音乐学院已明确表示音乐学专业（音乐
表演技能）科目改为远程提交视频作品，
面试环节调整到复试；音乐表演专业初试
演唱（演奏）考试内容不变，形式改为远程
提交视频作品。此外，学校将根据疫情
实际，拟定于 4 月末或高考结束后组织视
频复试工作。

“我是器乐考生，必须每天拿出一定时
间练习，一天不练自己就能感觉到懈怠。”
李彦星表示，年前参加专业课培训已经耽
误了不少文化课，目前这种情况，文化课和
专业课都需要全力以赴。这对于文化课本
来就薄弱的她来说压力很大。另外，根据
学校的安排，即使过了初试，高考完后她仍
要去现场复试。

刘红燕担心的也是这一点。“舞蹈类考
生，需要每天练习，才能保持身体的灵活；
器乐类考生也不敢停，一停下来专业就会
退步。”刘红燕反复计算，如果高考后给艺
术生两周时间进行恢复性练习，效果将好
很多。“但是整个录取的节奏都会打乱，直
接影响到大学开学。”

对于部分高校的音乐类专业进行线
上初试，部分考生也有担心。“我感觉音乐
表演专业采用视频的形式并不科学。毕
竟存在修音、改音轨的可能，而且不同录
像设备效果差距大，会导致音色失真。”石
家庄音乐考生小张表示，他准备报考的院
校目前还没出方案，希望会有更加科学的
考试形式。

调整心态

夯实文化、专业水平

对于全新的校考安排，几家欢喜几家
愁，广大考生和家长有不同看法。

有家长表示，接下来必须专业课、文化
课复习“两手抓”，但对于文化课成绩较弱
的孩子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比较焦虑。
而有的家长认为，如果校考延期到高考后，
孩子高考又发挥得好，可精减校考数量，这
样校考的成本和时间都相对减少了。

对此，龚轶群建议，既然教育部已明确
了 2020年艺术类专业校考安排，考生和家
长就要主动适应，抱怨只会耽误备考时
间。眼下，首先要做的就是积极关注报考
院校的最新消息，然后根据院校的考试组
织安排，调整自己的备考方向，尽可能地拿
到高分。

龚轶群认为，不参加校考的考生，需要
全身心投入文化备考，紧跟文化课老师步
伐，按照时间节点，系统复习，夯实主干，有
序备考。对于决定参加校考的同学，因为
校考的延迟和开考时间的不确定性，每天
需要留出一定的时间练练手、动动笔，不要
把自己的专业完全放下。因为一旦校考开
始，不会有充裕的时间备考，全依靠以前的
积累和这段时间手不生疏的练习。

“在练习中希望大家能够做到目的鲜
明，针对性强。”龚轶群给艺考生们开会指
导：“你选定要考的目标学校，尽量让自己
选的学校考试内容形式相近，这样备考避
免了多而不精。”

从 2 月份以来，龚轶群和刘红燕用了
大量精力安抚考生情绪。“所有艺考生都面
临被打乱的正常备考节奏，有情绪波动很
正常，但要化挑战为机遇。”刘红燕表示，越
是艰难时刻，越要沉得住气，调整心态，夯
实文化、专业水平，才有机会成功。

受 疫 情 影
响，教育部近日
对今年艺考做出
调整，鼓励高校
采取考生提交作
品、网上视频面
试等方式考核，
必须要进行的现
场校考在高考后
组织。

新华社发
郭德鑫作

3月23日，游客在正定荣国府影视基地登记并测
量体温。连日来，正定县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有序分时开放正定县南城门、隆兴寺、荣国府等9个景
区。景区采取定时消杀，扫码登记、体温检测、网络购
票等形式，保障游客安全游览。 新华社发 陈其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