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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废弃口罩专用
收集桶，安排专人消毒，
统一进行无害化处理；医
疗机构产生的废弃口罩
须按医废管理规范进行
收集；实施专车清运、直
运处理场所、日产日清等
举措……疫情期间，全国
口罩消耗量巨大，不少地
方对废弃口罩的收集、处
理进行严格规范，确保安
全处置。

□文 / 羽生 图 / 曹一

规范处置
口罩

近日，在网上到处流传：李兰
娟院士说，疫情结束后希望国家给
年青人树立正确的人生导向，把高
薪留给一线科研人员，不要让年青
人一味追演艺明星，演艺明星是强
不了国的。

每当国家有难时，就会有类似
的言论冒出来，而且时常借名人之
口，这次又借了正当红的李兰娟院
士。以我的常识，是不大相信李兰
娟院士会说类似话的。一个有修养

的科学家，不会借贬低另一个群体的身份来
自抬身价。

高薪并不就等于高地位。薪水，尤其是
面向市场的如演员之类的工作，其薪水是由
市场决定的，其创造的市场价值高，薪水自

然也就高，但谁也不会认为薪水高就等于社
会地位高。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德国、英
国，任何国家在评选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人
时，都不会以财富作为标准。?所以，用钱的
多少来衡量人的价值，尤其是将明星和科学
家来比收入，本身就是对科研工作者的亵渎。

演员的高薪来自于市场，说明他创造的
价值高，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给国家
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国家有钱了，才有能力
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科研、教育之中，二者
不是背离关系，恰恰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关系。

我赞成社会尊重科学家，给科学家、医
生、教师应有的待遇，更高的社会地位，但这
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贬低演员这个职业，把明
星和科研工作者对立起来。每一个合法的

劳动者，每一个给社会创造价值与财富的职
业都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演员也是社
会分工的一种，只要他是通过市场，通过为
社会创造价值来获得的高收入，那就是合理
的，应该得到尊重与保护。并非生为科学家
就一定高人一等，做了演员成了明星就矮人
三分。职业本身并不意味着崇高，崇高与否
取决于你自己的所作所为。

对于科学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尊重他们
独立、自主进行科研的权利，保护他们发明
创造而产生的知识产权。只要知识真正得到
了尊重，他们的社会地位会由此而生，因专利
使用而产生的效益、经济地位也由此而生。

一个国家，从来不是靠贬低某一个职业
而繁荣强大，而是让每一个职业都能感到平
等、自豪而强大。 □邱鹤

2月10日，网络上流出上海华山医院第
四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物资被盗的传言。《解
放日报》记者联系到了华山医院第四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的联络人。对方明确告知记者，
这又是一则“谣言”！而此前的“上海援武汉
医生要求当地医生一起陪着排班”的传言也
已被证实是谣言。

谣言也是一种“病毒”！虽然它毒害的
不是人的肌体，但其产生的精神危害甚至比
新型冠状病毒本身造成的危害更大。当前，
举国上下正在进行一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但屡禁不止的谣言
干扰了防疫工作的有序开展，人为制造了社
会恐慌，给整个防疫大局挂了“倒挡”。

党中央有明确要求，疫情防控越是到最
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
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
工作顺利开展。对祸害防疫大局的“谣言”
病毒决不能听之任之，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

重拳出击，阻断其传播。
当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司法部出台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
的意见》。《意见》提出，将依法严惩妨害疫情
防控的各类违法犯罪，其中便包括依法严惩
造谣传谣犯罪。同时，《意见》衔接现有法律
规定，对相关规定该细化的细化、该明确的
明确，提高了疫情防控时期打击造谣传谣犯
罪的针对性。执法司法机关要用好这一打
击造谣传谣犯罪的有力武器和依据，从法律
层面阻击谣言“病毒”传播，让造谣传谣者付
出沉重的代价，以此震慑犯罪、警醒世人。

面对谣言“病毒”，理性和信心是最好的
“疫苗”。谣言有多种，既有信息类的，也有

知识类、常识类的。应对信息类
的谣言，对非权威渠道发布的信
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照单
全收，而要“让子弹飞一会儿”之
后再仔细鉴别、多方求证。

当然，面对各种谣言，能够有
能力鉴别并非易事，尤其是疫情
严重的当口，人们难免“宁可信其
有，不可信其无”。这就需要各级
政府部门切实担起责任，发布权
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提升信息公开透明
度。同时，及时对各类谣言、不实信息进行
辟谣，安抚恐慌情绪，遏制谣言这个“精神
病毒”的传播，保障疫情防控期间社会舆论
风清气正。 □邱春艳

一切合法的劳动都值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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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网上流传
一个视频，一个秃顶的
中老年男人，进了电梯
之 后 ，吐 口 唾 沫 在 手
上，把电梯按键挨个儿
抹了一通。2月9日，一
位重庆大妈在乘坐小
区电梯的时候，向电梯
按键吐口水，这个监控
视频曝出之后，引起了
公愤，最后这位大妈被
行拘。

如果放在平常，瞅
着电梯里没人，偷偷朝

电梯按键吐口唾沫，大概也没人
会在意：这谈不上违法乱纪，充其
量也就是个公德问题。但放在这
样的特殊时刻，这个举动已经超
出了道德范畴了，有蓄意犯罪的
特点。

这些在电梯里边做出格外举
动的人，他们大多不是社会的强
势者，他们不过跟鲁迅笔下的阿
Q一样，在受了欺负之后，或者在
积怨之下，朝着假洋鬼子们的背
影吐吐口水表示愤怒。这可能不
伤人，也不产生什么重大影响，但
却展示人性卑劣的一面。

我们的社会有太多的不公
道，就会给底层人留下太多的仇
怨。长期积怨带来的是一部分人
性走向邪恶，蓄意报复社会的人
会越来越多。这些年，媒体报道出来很多新闻，
在幼儿园砍杀孩子的，在学校门口开车撞人的，
在广场上大开杀戒的……这些极端的行为，凸
显了人性凶暴的一面。而这些恶性事件的起
因，往往只是因为某个小人物认为自己受到了
不公正的对待。

用暴力行为来发泄自己的仇怨，这仅仅只
是极少一部分人，更多的人不会拿生命去发泄
愤怒，他们会用各种方式把积怨表达出来。这
种发泄，有时候可能会给他人带来伤害，有时候
仅仅只是一种象征。

一个人在电梯里的所作所为，仅仅证明了
他心中的怨恨，展示了他人性恶毒的一面，其实
并不能带来实际性的伤害后果。“电梯恶魔”让
所有人反思：他带来的风险也许并不大，但他透
露出来的人性之恶，则让人感觉触目惊心。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是
古人对人最平常的道德告诫。朝电梯按键吐口
水，也许只是小恶，但却很容易就变成大恶。如
果这个重庆女子本身已经得了病，那就是蓄意
伤害他人。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并不完全是
发泄情绪，还有报复伤害他人的心理。

有人说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
无缘无故的恨。这很符合人性：某种角度来说，
所有小人物的愤怒，往往都来自于不公平。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不应该有人被抛
弃，不管他是弱势群体还是身体或精神有残
疾的。社会的顶层应该多关注底层，社会的
强势群体应该善待弱势群体，社会的管理体
系应该多注重公平……唯有如此，才能消弭
许多积怨。 □丁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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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日，许多的企业开始复工。严格的

疫情防控没有缓解，大批医生和护士继续
从全国各地驰援湖北。看上去，走出家门
的风险依然很大。但是，中国这样庞大的
一个经济体，不可能更长时间承受生产几
近完全停顿的代价。需要生产才能维持
生存的企业，更是这样。

所有被列入复工人员名单的劳动者，
都值得我们送上敬重和祝福。他们每一
次走出家门的身影后面，都是家人的牵挂
和不舍，都有“戴好口罩”的百般叮咛。很
多复工的企业做得很好，为返岗员工发放
口罩。有些企业没有做到这一点。微博
上出现了一些复工者抱怨自己没有口罩

的声音，即便个人有所储备，能不能抵住
每天上班的持续消耗，却是一个未知数。

今天这样的非常时刻，为离家上班的
人提供口罩，是复工企业应当承担的责
任。《劳动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有义务
在劳动期间保护劳动者的安全。这就意
味着，既然员工需要口罩防止被病毒感
染，企业就有法定义务向每一位复工人员
提供口罩。有的企业要求员工自行准备
口罩，否则就要实施内部处罚，这显然是
损害了员工的权益。

疫情之下，口罩几乎成了战备物资。按
照国家工信部的说法，全国口罩最大产能是
每天2000多万只。这些口罩正在以子弹出

膛的速度生产，却还是难以应对刚性需求的
猝然爆发——地方政府组织疫情防控需要
大批口罩，民众的恐慌储备沉淀了大批口
罩，还有一些口罩显然落到了高价牟利者的
手上，甚至标出10倍以上的“黑市价”。

有些中小企业无法为复工人员提供
口罩，只因为没有抢购到口罩。生产流水
线岗位密集，一旦出现疫情的传播，涉及
到多少员工，就波及到多少个家庭，地方
的疫情防控部门应当帮助企业解决燃眉
之急。来自三家汽车企业的消息称，几十
万名员工每天近百万只口罩的需求缺口，
倒逼出企业自我生产口罩的能力。此时，
政府应当快速承担起社会资源调配的责

任，加大力量缓解复工企业口罩紧缺的状
况，给劳动者一个安心的复工环境。

疫情还在延续，复工的规模却还要继
续扩大。一段时间内，口罩就是一场充满
悲壮色彩的消耗战。中国有着全世界最
快速的生产能力，我们相信国家正在竭尽
全力启动它。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
持续等待，深陷困境的企业必须挣扎着爬
起来，这都需要千百万劳动者勇敢地走向
自己的生产岗位。他们承担的风险，支撑
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逐渐恢复元气。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努力为每一位上班的
人提供口罩，不让劳动者的勇敢在空气中
裸奔。 □钟工

■书人书事■

别让劳动者的勇敢在空气中裸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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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过了 50岁，多一半是回顾，少一半是
展望。而这多一半的回顾又为这少一半的展
望提供思前的浮想动力。作为年过半百的
我，与大多数的同行作家一样，在依然勤奋笔
耕之余，不免夜深人静时，揉揉眼睛，手托脑
门，朝后看去，总结一番几十年来一个字一个
字写作的历程，付出了多少劳动、多少汗水，
就取得了多少成果、多少收获。

一般来说，搞文字工作的，劳动与成果、
汗水与收获成正比例关系，我也不例外。我
十六岁读初中那一年，第一次给《延河》杂志
投稿，收到第一封退稿信。直到 2007年，我
共收到全国图书出版社、报刊杂志的退稿稿
件多达八百封以上。好多退稿信我都珍藏
着，有时候从抽屉里取出来，一封一封数着，
看着，不免感慨万千，思绪滚滚，或激动，或难
受，或淌泪，或甜笑。退稿信的内容，有的是

铅印的便笺，写几句书面常用的客气话；有的
是编辑亲笔写的鼓励语；还有的是编辑针对
某篇稿件提出的处理意见。这些退稿信大多
数是 20世纪 80年代的。那是一个文学复兴
和文学新秀辈出的伟大时代。我现在读着一
封封退稿信，要比看着公开出版的我的一本
本著作都感到亲切和份量凝重。每一封退稿
信，都包含着我的创作劳动、编辑的满腔热
情和真诚期望。虽然，直到现在，好多刊物始
终没有发表我的一篇作品，但是，我把这些刊
物给我的退稿信看得比刊登了我作品的刊物
都珍贵。这些纸张颜色开始发黄的退稿信，
已经成为我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退稿信与公开出版物，对于我而言，都是
我的作品、我的收获和成果。我从事文学创
作和其他新闻学、人才学、经济学方面的文字
工作 37年，能够公开发表、出版五百多万字
的文稿，与各个时期收到一封封退稿信的鼓
劲、鼓励是分不开的。每一封退稿信都验证
着自己的劳动并不是白费功夫，恰恰表明自
己又闯过了一道险关，开始迈向新的收获季

节。我把失败看作是成功的预兆来对待的。
退稿正说明自己有着投稿和出版作品的条
件。这个“条件”就是作者已经孕育和创作了
作品本身这个文字硕果。至于作品的质量与
水准那是另一回事情，只能在长期的写作劳
动实践中加以提升、修炼、出彩。我收到退
稿信最多的是江西的《星火》、上海的《上
海文学》、湖北的《芳草》、陕西的《延河》
《长安》、天津的《散文》、北京的《人民文
学》《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文学刊物。
那时，我把这些刊物当成是人生命的一种崇
高向往，仿佛这个世界上只有读这些刊物的
作品和能够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作品，才算人
生活得最灿烂，最有诗意。即使是收到这些
刊物的一封又一封的退稿信，也是充满甜
蜜、充满信心，抱着勇往直前且一定能取得
成功的信念。我也是把编辑的退稿信当成发
表的作品看待的。因为我这几十年中，既是
一个作者，也是一个编者。我曾在几家报刊
做了好长时间的文艺副刊编辑，我对每位作
者的作品都会认真对待，给出处理意见。我

十分清楚，回复一封好的退稿信对于一个作
者而言，与在报刊和出版单位公开发表出版
作品同样重要。不是每一部公开出版的作品
都是精品，不是每一部不能出版的作品就
是次品。《红楼梦》 是公认的一部传世佳
作，很可惜，是在作者曹雪芹死了四十多
年后才被后人几经推荐而发表问世的。曹
雪芹并没有预料到《红楼梦》在当今时代的
影响力。

如果说我的文字劳动取得了一些成果和
成功，对读者和社会还有一定益处的话，那肯
定是与我几十年来挣回的八百多封退稿信有
着重要的关系。我要感谢那些正直而富有真
情的编辑，感谢那个能够每投一稿必有回复
的火红年代。那是真正让人留恋的难忘岁
月。作者、编者、读者，在同一道年轮碾过的
犁沟，用信纸、文字传递和勾通着人间最纯真
的情感、最挚诚的心语、最美好的理想。

八百封退稿信，像八亿元人民币一样，
将永恒储存在我生命的银行保险柜里。

□乔盛

当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正在肆虐，
人们不得不“宅”在家里。除了想着活动活动筋骨，
要打发如此充裕的“宅家”时光，也许读书是最好的
办法了。

作为学者或者“读书人”，我们几乎天天阅读，但
往往并不注意阅读本身的规定性。也就是说，什么
才是阅读？阅读的目的是什么？阅读有什么功能和
用处？我们并没有进行多少深思。在某种意
义上，一提到阅读，人们当然也包括笔者在
内，更多的是从目的和功能上去思考阅读，譬
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是，读书本身究
竟是什么呢？其内在的规定性是什么呢？

阅读活动是人类特有的活动。但是，在
阅读方面，人类与动物并不是全无关联，譬
如，我们“看”书，就像动物看周围的自然环
境。动物能否看懂环境，往往决定着它能否安全地
生存下去。环境是安全的还是充满危险的？哪些东
西可以作为食物，而哪些东西是有毒的东西不能食
用？周围的其他动物是否是天敌？同类是友善的还
是敌对的？哪些同类是潜在的配偶或竞争者？实际
上，人依然要阅读作为客观世界的环境，而人也越来
越多地阅读以符号为中介的书籍，书籍是用符号编

码的意义来指称某种存在状态的东西。
以色列学者赫拉利写的《人类简史》中说，动物

也有语言，但动物只能讲述世界上存在的、可以感觉
到的东西，唯有人能够表达看不到的东西，如上帝、
价值观、意义、理想，等等。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
原因可能就在于：人对客观世界的“读”是能够以编
码后的符号为中介的。这样，就有了意义世界，人就

可以有共享的意义，如上帝的观念、文化传统、民族
精神、纸币的价值；也可以表达那些看不到的规律性
的东西，如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事物的发展趋势，
如此等等。

当人越来越多地阅读书籍的时候，人们对客观
自然或环境的阅读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说，人在

“看”自然、“看”其他存在物、“看”其他人时，已经带

着自身有价值取向的意义和理解结构去“看”客观世
界了。阅读就是一个通过编码符号进行的意义再生
成过程。

作为人类特有的活动，阅读，就其本质而言，是
人类就自身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结果进行编码、记
叙表达的意义再生成活动。最典型的阅读可能是对
图书的阅读，通过对图书所表达的内容进行意义再

生成的活动过程。像图、表、画等内容形式，
人们也可以加以阅读。在这个意义上，阅读
也许就来自古代人们之间对手势和言语的解
读，或对生成意义进行理解的过程。

阅读的主体是人，阅读的对象是符号的
编码系统（如文字、图表、数理符号等），阅读
活动是编码系统在人的头脑中激发的意义再
生成过程。阅读的意义再生成过程，目的往
往是试图理解原编码人的意图，但是由于阅

读是意义的再生成过程，这里就有“误读”的可能性
和必然性。因此，理论的东西必然依靠实践的效果
加以校正。对书籍的阅读必须与更加原始的对环境
的“阅读”结合起来，才能保证人们的阅读活动富有
成效。

当下，大多数人必须“宅”着，那就多读点书吧，
以便今后出门再去通过实践验证。 □韩震

他日，士琦先生送来一本《马士琦书月人词七
十题》法帖，我甚为高兴。知士琦又有新书问世。
入夜，临窗读之。感到此法帖，较之前《马士琦书三
维理念》法帖，大有不同。随想到两句话：“行草风
吹雨，隶书簪花格。”以褒之。

读法帖，思功力。不觉一股雄浑、古朴、厚重、
笔走龙蛇之气，直奔我来。士琦之法帖，就宏观而
言，行、草、隶，可以说是家鸡野鹜、古肥今瘠。既相
互借鉴，又各有优长。就微观而言，隶有刀头燕尾、
劲骨丰肌之功；行有渴骥奔泉、警蛇入草之势；草有
鸾飘凤泊、凤翥龙蟠之妙。读士琦法帖，确是一种
大美享受。

士琦以书法行世，众所周知。其祖父马振耀、
叔父马仲慈、弟弟马士琳在书法方面都颇有造诣。
这是否是遗传基因，姑且不论，但就书法而言，祖孙
三代，以书法显名，实属不易。我以为，称之为“一
马四杰”，应不为过。

常言说，书如其人。读士琦之法帖，可以看出，
士琦是位博学、睿智、仁厚、质朴、大度与包容之名
家。读士琦法帖，可以看出，士琦治学之严谨、勤恪
与守真。书法无止境，探索永无期。

□朱均亭

乔盛，陕西省神木市人，中共党员。中国人
才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主管的中国经济时报社。
出版专著有长篇小说《黄沙窝》《黄黑谣》《滚烫的
岁月》、中篇小说集《西部儿女的壮歌》、散文集

《黄土地上的美男俊女》《割不断的故土柔情》《红
山丹》《黄河长城的绝唱》《大美河山》、上下卷《女
人的西部世界》《男人的东部王国》、诗歌集《长江
军魂的丰碑》《滚滚江河唱英雄》、理论著作《一个
记者与作家看世界》《西部大开发》《人才论》《干
部论》《领导论》《治国论》、电视剧《大漠落日圆》
等文稿一千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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