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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来

根据新冠病毒变异的特点，国家
适时调整了疫情防控政策，卫生健康
部门不断提醒我们要做自己健康的第
一责任人。那么，如何做个称职的责
任人，就体现出个人知识储备的差异
了。

这段时间，由于社会放开而陡增
人群流动性，病毒也获得相应程度的
传播，潜在的感染风险让很多人很害
怕。尽管医卫专家不断宣讲奥密克戎
致病力下降，也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但
人们接受新观念还需要时间。然而，
人的行为等不及观念转变的时间差，
眼下，抢药、囤药，这种长期看的非理
性行为，在当下也算是个体的理性选

择。那么，用什么抵御这种非理性，让
行为符合不慌不忙、从容不迫的长期
理性？只能是我们的知识储备。

任何一次事件，尤其是公共卫生
事件，都是补充知识的绝佳时机，因为
此时我们有足够的动力来学习新知
识。2020 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之初，

《三联生活周刊》就推出了病毒学知识
讲座。在新冠疫苗研发及上市之初，
有关疫苗原理的知识也由严肃媒体和
医卫专家不断传播和讲解。张文宏医
生建议早餐少喝粥，多吃鸡蛋、牛奶等
高蛋白食物，也是出于对增强免疫力
的考虑。至于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
等药物，只是缓解人体不适的症状，而
非有针对性的抗病毒治疗，虽经医卫
专家反复提醒，但大家还是急着抢药

囤起来，甚至有感染者因乱吃药引起
肝损伤而入院治疗。

很多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治病的最好效果就是立竿见影。其
实，对传染病而言，通常所谓的立竿见
影，只是症状缓解的迅速程度，而非针
对疾病的药到病除。如果没有针对性
的抗病毒治疗，真正干掉病毒的是人
体的免疫系统。人们忙于囤药，感染
后急着吃药，正是对病毒学知识缺乏
了解，尤其对病与症的区别不了解。
现在距新冠病毒暴发已有两年多时
间，在这个时间窗口错过学习，殊为可
惜。

当然，我们这几年也并非无所事
事，也通过自媒体等各种渠道接触了
大量与新冠病毒有关的信息。但是，

我们要分清哪些是知识、哪些是信
息。信息是中性词，知识也是信息，但
信息不分良莠。如何分辨哪些是有用
的知识，哪些是不良的信息，恰又需要
一定的知识基础。越学习，知识越多，
理解并接受的知识层级就越高，具备
的分辨能力也就越高。而缺乏知识含
量的不良信息，则一直让人在低认知
层次徘徊。

基于病毒的变异特点，国家调整
了防控政策，但放开并不意味着躺平，
因为研发疫苗和药物也是防疫，而且
是防疫的核心力量。对于我们个人而
言，无论封控还是放开，知识永远是抵
御病毒的有力武器。越是在这样的非
常时期，我们越是要学习，越要补充新
知识。

越是非常时期越要坚持学习

⊙汐汐

各地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以
后，奥密克戎感染者有了不小的增
幅，“阳人”越来越多。不少人开始用
幽默和搞笑来缓解“放开”后的紧张、
焦虑和不安。杨过、杨康、王重阳、安
陵容的嗓子，被网友玩出花来。各种
患病热梗，给防疫增添了不少乐趣。
但值得警惕的是，有些段子的内容良
莠不分，还是要理性看待。

一些段子过分“美化”“弱化”疾
病，似乎敞怀拥抱病毒，好像“阳阳得
意”一把，才不算落伍。这种“早阳早
好”的错误论调，背后隐藏着消极躺
平的心理，很容易让人思想松懈。

还有一些段子夸大其词，用主观
推测、道听途说“玩梗”，从而让大众
产生认知误差。“颜值高的人更不易
患新冠”“囤黄桃罐头预防新冠”“吃
橘子会导致抗原检测呈阳性”“紫外
线消毒灯 0.3 秒消灭新冠病毒”……

这些信息不断刷屏，混淆视听，还有
“连花清瘟咖啡”“连花清瘟干红”“连
花清瘟可乐”等恶搞图片也快速传
播。一些鉴别力不强的人病急乱投
医，宁信其有，“照方抓药”，因而身陷
误区，进入险境。连生产黄桃罐头的
品牌方都出来辟谣：黄桃罐头不是药，
没疗效。也有专家提醒，咳嗽时食用
黄桃罐头会加重症状。然而，理性宣
传依然难挡大众抢购热情，黄桃罐头
一罐难求，市场需求堪追感冒药。

网络玩梗，调侃可以，乱侃不
行。当连花清瘟等“神药”，配上“‘混
着吃、加药量’退烧快”“早阳早好”的
伪理论，混着黄桃罐头、高度白酒等
民间偏方，上演了一部部让人瑟瑟发
抖的抗疫剧情。在这个关键时期，我
们需要科学知识和正确防护做我们
的行为指南。苦中作乐勿作乱，要保
持敬畏之心，对那些可能造成认知混
乱的恶搞、玩梗，必须抑制。

愿疫魔早消散，生活早回正轨。

苦中寻甜勿作乱

⊙懂得

近日，有两个职场新闻引发热
议。在广州，王女士的部门领导经常
以讨论方案为由，给她和同事发信
息，要求秒回，否则就打电话，直到回
复为止，即使晚上 10 时以后也必须
回信息。另一个新闻发生在南京，孙
女士下午 6时踩点下班，孰料被领导
批评。

到点下班有毛病？下班了也要
通过手机云工作？这两家公司的部
门领导真是一个比一个霸气。

近年来，“996”“007”之风盛行，
加班就是敬业爱岗，正常下班就“不
正常”，大家想尽办法比赛谁的加班
时间长。为加班而加班，让加班变成

“疲于应付”“虚假勤劳”，以至于“摸
鱼”一度成为热议现象。像这样加班
没成效，还加出内耗，与加班的初衷
岂不是背道而驰？

即便真的在加班，私人时间被工

作长期挤占，也非正常现象。畸形的
加班文化还带来社会问题。今年年
初，B站武汉AI审核组组长被要求过
年期间加班，其间曾在晚上 9时加班
到次日上午 9 时，最终因脑溢血猝
死。高强度加班引发基础疾病甚至
猝死，这种事件不一而足，不鲜见。

国务院关于工作时间如是规定：
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
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延长职
工工作时间；因特殊情况和紧急任务
确需延长工作时间的，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执行。企业希望员工延长工作
时间、增加劳动量并无不可，但要求员
工负担更多工作的时候，也必须保障
员工获得相应的回报，尤其给予员工
应有的尊重和关爱。下班必须秒回
信息、不能踩点下班，这已属于无理
要求，不合理、不合法，也缺乏温情。

体面劳动、幸福生活，是员工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公司管理层追
求的目标。

体面劳动 幸福生活

近日，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领域乱象整治”专
项行动，主要任务是督促应用程序分发
平台落实好各项任务，整治各个环节存
在的问题，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其
中，搜索查找环节将重点打击“山寨
App”，从严查处各类小程序违法收取用
户预付款，欺诈消费者、卷钱跑路；从严
惩处应用程序提供者为获得更好的排名
或者推荐位，刷虚假下载量和好评，诱导
用户下载；集中整治应用程序利用暗示
词汇、衣着暴露的图片或引人联想的标
题等不良信息，诱导用户点击下载等。

在下载安装环节，将集中整治强制、
捆绑下载安装。重点治理应用程序关
闭、退出等按钮失灵，未经用户同意自动
下载安装的行为等。

针对运行使用环节，将全面整治各
类应用程序弹窗多且难屏蔽的问题，从
严整治应用程序设置卸载障碍、强制自
动续费等严重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严
厉打击诱导充值等。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整治App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