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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局冀交公路【2019】240号

文件，对国道 230辛深界至县道回新线段长 17.135公里进行大

中修，该工程于2020年4月10日至8月20日期间进行全幅或半

幅断交施工。施工期间车辆请绕行衡井线、G515、G106、G339、

G307、晋深线、G338、保衡线。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辛集市交通运输局

2020年4月13日

断交公告

经省交通运输厅批准，我处计划2020年5月对秦皇岛市京

哈连接线SL48彩龙国际至原山海关收费站（K5+750-K16+868

和K22+218-K26+668）段进行路面维修施工,请施工路段内埋

设的管线或其他设施相关产权单位于 2020 年 5 月 1 日前与我

处联系，以免施工中造成不必要损失。

联 系 人：杨钢

联系电话：0335-3628411 13803389364

秦皇岛市公路管理处
2020年4月13日

公 告

近日，随着餐饮行业陆续复业，一场倡
导使用公勺公筷的行动在全省各地展开。

4 月 9 日 18 时，石家庄市勒泰中心电子
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公筷公勺 文明用餐”

“公筷公勺 幸福乘倍”等公益广告，走进庄
里街，也随处可见提倡使用公筷公勺的宣传
海报。

在勒泰中心庄里街三楼一家烤鱼店的
入口处，服务人员为陆续来用餐的消费者测
量体温、登记。店内，在消费者按安全距离落
座后，服务员拿上了一套颜色不一样的餐具
并提醒“欢迎就餐时使用公勺公筷。”

“我们营业这么多年一直都备有公勺公
筷，以前是顾客需要时才提供，最近在顾客用

餐前就主动提供。”该餐厅经理助理王琦说。
4 月 8 日 12 时，位于石家庄市裕华东路

的金山饺子富强店，一间可容纳 10 人的包
间内，5名顾客分隔就座，服务员上菜时为每
道菜都配了一双公筷。

金山饺子富强店店长董秀峰说，从 3月
中旬恢复堂食以来，餐厅严格执行“一菜一
公筷，一汤一公勺”，服务员不但主动提醒顾
客使用公筷，必要时还会提供分餐服务。

然而，记者在走访中看到，多数用餐的
消费者并没有使用公筷，有的吃着吃着就

“公私不分”了，有的甚至直接把公筷当成了
私筷用。

多个餐厅服务员也表示，只有一小部分

顾客使用公筷，大部分还是用自己的筷子夹
菜，饭桌上喝点酒以后，公筷就成了摆设。

一位就餐的市民刘女士说，看到餐厅有
公筷她很惊喜，一开始她还积极使用，可大
家都不用，显得自己很“矫情”。

“从科学角度来看，合餐制的一大弊端
在于传播病原微生物，流感、结核病、幽门螺
杆菌等部分通过唾液、呼吸道、消化道传播
的疾病，只要就餐人中有人感染，就有可能
传染给其他就餐者。”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
所所长程蔼隽介绍，根据流行病学统计数据
显示，幽门螺杆菌在我国自然人群中感染率
为40%至60%，呈家族聚集现象。

程蔼隽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勤洗手、戴口罩、少外出已经成了社会的共
识，实行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等也应该成
为同样重要的习惯。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让分餐制再度成为热点话题

分餐新“食”尚 推行难在哪

□河北日报记者 桑 珊

课堂从教室到云端，师生由“面对
面”到“键对键”，从2月9日起，我省各
地中小学校陆续开展了网上教学。如
今，学生居家学习已有 2 个多月的时
间，这种全新的学习模式给学生、家长
和老师带来新的挑战，一部分学生也
反映出现焦虑、烦躁、沮丧等情绪困
扰，如何应对这些负面情绪？记者就
此进行了采访。

居家学习困扰多

4月10日上午7时50分，今年四年
级的阳阳，像往常一样提前 10 分钟打
开了学习直播间，准备开始一天的网
课学习。30 分钟后，阳阳妈妈发现不
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孩子“研究”起了
桌边的铅笔盒。“家长不可能时刻都监
督，而且提醒多了，孩子也烦躁，真不
知道怎么办才好。”阳阳妈妈感叹说，
让孩子集中注意力，学会自律太难了。

困扰不止这些，有时还会出现情
绪问题，导致亲子关系紧张，石家庄
张女士的儿子今年上初一，由于夫妻
俩都上班，很难对孩子上课学习进行
有效监督。前几天学校视频课中查课
老师把问题反映过来：上课时，吃东

西、走神，还时不时看看视频，点点游
戏。张女士一顿说教后，孩子不但不
改 正 错 误 ，而 且 还 表 现 出 逆 反 的
倾向。

如何提高学生的自制力？省教育
厅新冠肺炎疫情心理咨询专家组成
员、河北医科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副研
究员王锃建议，可以让孩子邀请要好
的朋友形成学习小组，以打卡的形式，
实现自我约束，用朋辈之间榜样的示
范效应，相互督促，完成自律和他律。
如果玩伴比较少，可以家庭内部打卡，
家长和孩子共同完成。家长按照工作
时间来打卡，安排睡觉、上班、工作时
间，给孩子一个示范。完成打卡后，给
予物质奖励或是精神奖励。

对于居家学习中常见的，因注意
力不集中导致的学习效果差等一系列
问题。王锃建议家长要积极帮助孩
子，比如为孩子创设一个相对不受干
扰的学习空间，在学习中减少无关的
外界刺激、干扰因素比如噪音，并在
日常中注意培养孩子良好生活习惯，
规律作息等。“青少年心智发展不健
全，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有限，不同年
龄注意力持续时间不同，小学低年
级或是心理素质比较差的孩子，更需
要家长辅助，帮助完成注意力行为训

练。”王锃说。

破解需家校共同努力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居家学习期
间，除了一部分学生表现出自制力差、
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外，有的还出现
了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对此，王锃
表示，疫情突如其来，面对这样一个压
力事件、应激事件，有的学生敏感，心
理素质薄弱一些，容易被外界的信息
压力影响，出现紧张、害怕等。

居家学习时，长时间处在一个相对
密闭空间，行为受到限制，也会产生压
力。王锃解释说，有些学生对居家学习
这种新的学习模式不适应，比如高年级
课业负担重，课程难度大，知识无法掌
握、消化时，也很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 这 种 情 况 确 实 不 同 程 度 地 存
在。”石家庄市金柳林外国语学校八
年级一名教师说，到八年级增加物理
学科后，一些学生课程压力增大，部
分学生出现畏难情绪。“不敢直面问
题 ，觉 得 自 己 解 决 不 了 ，就 开 始 退
缩。”这名教师表示，有时候网课一节
跟不上就全落下了，学生很容易焦
虑、沮丧。

由于学习目标没有达到，对未来
担忧而出现焦虑等负面情绪时，王锃

建议首先接纳它的存在，不要抗拒，分
析负面情绪的来源，并做出改变。

“还有学生自制力太差，虽然心里
想好好学习，但是行动跟不上，根本管
不了自己，本身会懊恼自责。”王锃表
示，可以通过与亲友交流缓解压力，将
注意力放到当下自己确定而又能掌控
的事情上来。“比如做一些平时让自己
开心的事儿，听听音乐、看看电影、整
理一下花草、做疫情日记、玩一些简单
的小游戏等。”

王锃还建议，进行适当的运动，促
进多巴胺分泌，产生愉悦感。“运动的
好处在于帮你减少精神上的紧张，增
加心血管机能，增加自我效能，提高自
信心，降低沮丧感。”

对于部分心理素质较为薄弱的青
少年出现较为突出的心理、行为障碍
问题，王锃建议，如果孩子在居家学习
中，表现出极度不适应，或出现过激行
为时，可寻求专业的心理干预，及时进
行介入。

据了解，自 1月 31日起，省教育厅
组织河北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河
北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专业力量组成专
业心理支持团队，在疫情期间为广大
师生和社会公众提供免费的在线心理
咨询和疏导服务。

网上教学开展以来，一部分学生出现焦虑、烦躁、沮丧等负面情绪

居家学习的“烦恼”如何解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利）从
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我省有关
高校对艺术类专业校考、校际
联考方案进行了调整，其中校
际联考均在普通高考结束后的
两周内完成。

相关考试时间为：省戏剧
与影视学类及书法学专业校际
联考为普通高考结束后的两周
内完成，具体请见校际联考《准
考证》。省播音与主持艺术专
业校际联考约在高考前两周组
织考生预约专业测试时间，高
考前一周打印《准考证》，测试
在普通高考结束后的两周内完
成。省服装设计与表演类专业
校际联考安排在高考结束后两
周内完成，具体时间将根据疫
情防控情况在河北科技大学本
科招生办公室网站进行公布。

与此同时，河北体育学院、
邢台学院、邯郸学院、河北传媒
学院、河北美术学院、燕京理工
学院、河北科技学院、华北理工
大学轻工学院、河北外国语学
院均发布了相关艺术专业校考
公告，有的取消艺术类校考，认
可统考或校际联考成绩，有的
考试由线下改为线上。

河北体育学院艺术类专业
校考于普通高考结束后两周内
采取现场考试方式进行，并对
舞蹈表演专业测试内容及评分
标准进行了修订，自编竞技成

套动作组合测试中，每名考生
须单人进入考场进行考试。

邢台学院艺术类表演专业
不再组织校考，表演专业省内
招生时，将对进档考生，按照高
考文化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
录取，文化成绩相同情况下，按
照语文、数学、外语单科成绩排
序。邯郸学院对未组织的专业
校考，也调整了专业考试与录
取方式，省内艺术类专业不组
织校考，表演、戏剧影视导演两
个专业按照戏剧与影视学类大
类招生，使用我省戏剧与影视
学类校际联考成绩作为专业成
绩录取；舞蹈表演体育舞蹈、健
美操方向，专业考试方式不变，
承认河北体育学院专业校考
成绩。

而河北传媒学院则采用网
络考试形式进行部分专业校
考，采用“网络提交作品（视
频），考评分离”的考试方式，学
校与考生逐一签订诚信考试承
诺书，考试过程全程录音录像。
河北科技学院也对舞蹈表演专
业校考招生办法予以调整，改
变原定的现场考核方式，采用
考生提交作品线上考核的方式
进行招生考试。河北美术学院
的动画专业，也采用网络视频
形式进行专业测试，而书法学、
广播电视编导等多个专业承认
相关统考、校际联考成绩。

我省部分高校调整艺术类专业校考方案

校际联考将于高考后
两周内完成

□河北日报记者 李晓宁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持
续推进，业主可以自由出入小区了，一个个民生
小店开张营业了……越来越浓的烟火气中，快
递服务却显得有些“尴尬”——一些小区不让快
递车“进门”，快递小哥只好在门外“摆地摊”，快
递服务被堵在了“最后一百米”。

记者在实地走访中发现，在一些小区门外，
快递小哥把邮件“摊”在地上，手忙脚乱地分发，
而聚在旁边等着取件的小区业主们则在不耐烦
地连声催促。不少快递员表示：“摆地摊”是不
得已的选择，这样做不但派件效率下降，而且还
加大了丢件的风险，更为严重的是，“小区不让
进”让他们的业务量大幅度减少，不少人都不

“下单”了。“我们都是正规的，每天都测体温、消
毒，可有的小区还是不让进。”说起“进门难”，快
递小哥们满脸无奈。对于何时能进小区，恢复
疫情前的派件流程，他们翘首以盼。

除了快递员，不少居民也深受“快递进不了
小区”的困扰。赵先生居住在一个规模比较大的
小区，他表示，前一段时间，疫情防控形势紧张，
自己居家办公，虽然每天到小区门外取件耗费了
很多时间，但完全可以接受，“现在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向好，小区里也有丰巢这样的设施，为什么
还不让快递进门？”和赵先生有同样疑问的，还有
他的邻居们。在他们看来，在网上下了单，还得到
小区外面取件，实在太麻烦，还不如直接线下购
买，反正附近的超市、商店都已经恢复营业了。而
让赵先生放心不下的，还是年迈的父母——自己就要复工了，

“老人实在没有体力到门口取件，只能在这几天多囤点东西了。”
快递小哥“进门难”，何时不再“摆地摊”？这个困扰快递

从业者和消费者的问题，应该尽快解决。

在社交媒体

平台上，“你支持

分餐制吗”“文明

餐桌·公筷行动”

等话题引发广大

网民关注讨论。

疫情之下，有多少

人的就餐习惯发

生了变化？分餐

制 推 广 情 况 如

何？能否让分餐

真正走入百姓生

活？记者对此进

行了调查走访。

□河北日报记者 尹翠莉

公勺公筷成餐饮行业复业“标配”

事实上，倡导分餐制早已有之，它曾于
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被很多餐厅采用，但逐
渐没了声息。推行分餐制，为何这么难？

“分餐制要推行，要迈过很多关口，第一
道关就是传统文化的制约。”程蔼隽说，大多
数中国人喜欢热闹的合餐，在大家的观念
中，不分碗筷表示和睦，给孩子夹菜表达爱
心，给老人夹菜表达敬仰，给客人夹菜表达
热情，而使用公筷公勺、实行分餐，就觉得生
分、不热情、不合群。

健康意识不足也是分餐制落地的一个
障碍。程蔼隽认为，从整个社会来看，只有
少数人了解合餐存在的传播疾病隐患，多数
人没有概念。

石家庄市民魏丽君在一家医院工作，她
一家 3 口都有专属碗筷，而一旦公婆过来，
就不再严格分餐了。“家里老人没觉得合餐
有健康风险，觉得我太过讲究了，我只能在
他们来时妥协。”

河北渝乡辣婆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欣认为，中国人在一起吃饭，不是简
单地吃吃喝喝，而是追求一种“和合之美”的
聚会氛围，社交体验超过了吃饱的需求。“餐
厅复业后提供公筷公勺，也可以提供分餐服
务，不过很少有顾客主动提出分餐。”

除了消费者用餐习惯难改变，分餐制对
于餐饮企业经营者来说也有很多“坎”。

采访中，多位餐饮企业负责人表示，无

论是厨师在做菜阶段就进行分餐，还是由服
务人员在调理台或餐桌上布菜，都会提升人
力成本。合餐制下，如果一个服务员可以兼
顾两个包厢，分餐后，一个包厢可能需要两
到三名服务员。

“为了避免分餐时顾客长时间等待，就
需要服务人员提高效率，服务更优质更精
准，而这也就对餐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刘
欣表示，综合来看，中高档餐厅推行分餐相
对容易，普通饭店推广起来可能会有难度。

另外，不少餐厅也担心分餐对菜的品质
产生影响，一些需要雕花、摆盘等特殊技艺
的菜品不宜分装，而分餐则会破坏其完整
性。其次，中餐讲究“一热抵三鲜”，菜品的
热度对口感影响很大，分成小份后菜会凉得
快，影响用餐体验。

让一双小小的公筷嵌进人们的生活，着
实要下一番功夫。

“推广分餐制，使之成为人们的生活常
态，要引导大家转变观念，首先要认识到分
餐的好处。”程蔼隽说，分餐能避免疾病通过

餐具传播，方便各取所需、合理搭配营养，也
能减少浪费。

实行分餐需要全家齐动员，家中只要有
一个人不肯改变，分餐制就不容易推动。
程蔼隽建议，如果老年人思想保守不肯改

变旧习，需要家里的年轻人多给他们做科
普，还可以拿孩子的健康“说事”。

推广分餐制，要有管长远的“制度设
计”。4 月 10 日，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
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明办联合制定印发

《河北省餐饮业分餐制、公勺公筷服务规范》
对分餐制的分餐形式及服务要求，公勺公筷
使用的术语和定义、配置要求、使用要求、服
务要求、卫生消毒要求、宣传引导等方面作
出了具体规定。

对此，省饭店烹饪餐饮行业协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俞静认为，服务规范使分餐制
从行业倡议提升到标准化层次，为餐饮企业
落实分餐制提供技术指南，为社会公众选择
分餐餐饮市场提供了依据。

“分餐是方式，不是目的。分餐制的推
广需要顾客和整个社会都养成健康文明用
餐习惯。”俞静认为，目前推行公勺公筷制，
是低成本高效率保证餐饮卫生健康的有效
之举，可操作性更强。如果公勺公筷成为
普遍的饮食习惯，可以再逐步向分餐制
靠拢。

“分餐不是一蹴而就的。”程蔼隽说，将
分餐由理念转化为日常餐饮礼仪，需要通过
标准引领、示范带动、宣传引导、教育普及、
家庭倡导，形成健康文明饮食的“正循环”，
进而实现公勺公筷、分餐制从餐饮场所到学
校教育到进入家庭的逐步推开。

分餐制推行还要迈过多道关

让分餐制成常态需循序渐进

图① 位于石家
庄市勒泰中心庄里街
三楼一家餐厅，在消
费者用餐时主动提供
公勺公筷。

图 ② 4 月 9
日，在石家庄市勒泰
中心多家餐厅门口可
见提倡使用公筷公勺
的宣传海报。

本稿图片均为
河北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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