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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我们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也让人们对城市公共安全更加关
注。人们逐渐认识到，城市的健康
发展，必须正视城市的公共安全，思
考我们如何应对面临的严峻挑战。

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

来的短板和不足，大家认识到，要
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
理应对急难险重任务能力；要对
公 共 卫 生 环 境 进 行 彻 底 排 查 整
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要加强市
场监管，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
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从源头
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

深圳等地已有所行动，3 月 12
日，深圳市消委会发布信息称深圳
将启动国内首个《消费场所公共卫
生安全防护管理规范》团体标准的
制定，该规范将提供商场等公共场
所高规格的卫生安全防护规范要
求，让消费者拥有放心的消费环
境，消除公共消费购物空间的卫生

安全隐忧。
灾害是块试金石，实践证明，要

打造安全之城，需要把公众和社区
作为城市韧性建设的重要利益相关
者，并从发展多元性、包容性更强
的城市文化，发展紧密的社会网
络，增强公众自救意识等方面提升
社会凝聚力。

战“疫”中你我的生活方式被改变
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瞬间侵入了人们的生活，几乎每一个人都和战

“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为了有效防止病毒的传播，人们都尽可能地宅

在家里，曾经奢望的“春节再长一些的假期”，就这样

不期而至。疫情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暴

露出社会发展现存薄弱环节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

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

避免聚集性传播，分餐制再度引发关
注。共吃一盘菜，这或许是生活中最常见
的、毫不起眼的日常，但这样的零距离接
触，可能带来传染性疾病的聚集性传播。
3月 9日，北京烹饪协会、北京市餐饮行业
协会联合发布《推行公筷公勺共建文明餐
桌倡议书》，号召全市餐饮行业推行公筷
公勺行动，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可以说，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为公众上一堂生动的

“卫生课”。它让老百姓意识到，养
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是多么重要。
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勤洗手、戴口
罩，都可以成为阻击新冠肺炎的有
力武器，成为保护自己和身边人的
强大盾牌。除此之外，不对着他人
打喷嚏，排队时与他人保持距离，

都成为疫情期间心照不
宣的基本礼仪。

新冠病毒主要通过
呼吸道飞沫和直接接触
传播。中国老百姓喜欢
围坐共餐、互相夹菜、
推杯送盏、欢聚一堂，
这个过程虽然拉近了彼
此的距离，却为病毒通
过飞沫传播提供了可
能。此前有多起由于聚
餐而导致的聚集性疫

情，就是教训。
钟南山院士团队日前发布的论文提

到，新冠病毒可以在胃肠道、唾液或尿液
中被检测到。因此，不能忽视新冠病毒通
过唾液传播的潜在风险。随着复工复产
的有序进行，在餐饮行业推行公筷公勺和
分餐制，可以进一步降低新冠病毒的传播
风险。

无数普通人对细节的坚守，是我们阻
击新冠肺炎的关键一环。疫情期间关于
卫生防护的做法，有的是特殊时期的特殊
手段，有些却是值得长期坚守的好习惯。

八成受访者认为推行公筷公勺制、分
餐制很有必要。北京、广东等多地提出推
行公筷公勺、推广分餐制倡议，获得民众
的积极响应。

六成受访者表示在家吃饭还不习惯
使用公筷公勺或实行分餐。对于传统上
倾向于合餐的国人而言，分餐不习惯、显
生分、太麻烦，配备公筷公勺或许相对更
简单易行。这并不是见外的体现，而是对
自己和他人的保护。

九成受访者外出就餐会使用公筷公
勺或分餐。疫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
传统的夹菜方式，不少餐饮企业已经自发
为 食 客 配 备 公 筷 公 勺 ，防 范“ 病 从 口
入”。推行公筷公勺和分餐制就是应该长
期坚守的习惯。据报道，全球有一半以上

的胃癌发生在中国，而合餐制带来的病菌
传播难辞其咎。

进门先洗手成“自觉动作”。“接触”是
很多病毒的主要传播方式，保持手部卫生
很关键。深圳市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受疫
情影响，98.06%的市民在外出后回到家或
饭前便后有立即洗手的习惯，洗手行为养
成率较高。不仅勤洗手，还要会洗手。微
博上“七步洗手法”的话题阅读量超千

万，网民表示每次吃饭前都要按照“七步
洗手法”认认真真洗手，还会在洗手的同
时唱完两遍生日歌。勤洗手、不随地吐
痰、流感季节多戴口罩等等，都是需要在
日常生活中发扬下去的好做法。

疫情期间，公众的卫生意识显著提
高，这令人欣喜。期待疫情退去之后，大
家养成的好习惯也一直坚持下去，既保护
自己，也保护他人。

从“多加一双筷子”重塑卫生习惯

3月 8日上午，在位于山东淄
博柳泉路的一社区外，一名“外
卖小哥”正在配送市民通过线上
超市购买的生活用口。疫情期
间，线上购物成为了市民的一种
习惯，活跃在一线的配送人员打
通了居家隔离状态下商品流通
的梗阻。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网上食
品购物和网上购物已经成为“热
门词汇”，其中新鲜商品是最受
欢迎的。据媒体报道，春节期
间，以生鲜商品为重点的电子商
务平台的营业额分别增长了 3到
6倍。

近日，住在上海滨江区的白
先生为了在电子商务平台“丁咚
买菜”上抢到当天的新鲜蔬菜，
他不仅设置了闹钟，还发现自己
家的手机可以同时登录多个账
户。然而，他仍然无法与庞大的

“抢夺食物的军队”竞争，经常以
失败告终。

“今年，由于春节期间疫情
暴发，消费者对网络食品的需求
急剧增加，最近平台用户平均每
天增加 4 万多人。”买菜负责人
丁咚透露，春节期间，GMV 平台
(即包括已下订单和未付订单在
内的交易总量)同比增长 6 倍，客
户单价上涨 70%。

热门销售场景也出现在另一
个新鲜的电子商务平台“每日新
鲜”上。据公司数据显示，从除
夕到 3 月，平台实收交易量同比
增长 321%，其中新鲜蔬菜、新鲜
水果、新鲜肉类、水产品和防护
口罩需求最大。

虽然新鲜商品需求量很大，
但大多数“闭门”消费者会选择
网上购物来满足他们的日常需
求。根据苏宁特易购的数据，

“苏宁家园”业务最近发展迅速，
相关业务规模同比增长近四倍。

“自 1 月 26 日以来，我们的
在线商务订单激增，每天突破

10000 个订单。”华润万家浙江公
司的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在网
上购买的商品种类也比平时多，
订单总数和单价比每天的峰值
翻了一番，而商品种类包括谷
物、油、大米、方便食品、冷冻食
品、瓶装水、新鲜食品、蔬菜、水
果和肉类。

春节期间，订单的急剧增加
和配送人员的减少使许多公司
感受到了配送和供应链的压力
我们最近看到在线业务订单大
量增加，但分销人员却捉襟见
肘。沃尔玛高端超市品牌“山姆
会员店”相关人员表示。

“根据以往的经验，丁咚已
经保留了 75%的一线员工在春
节期间留在岗位上，并保留了相
应的库存，但仍有一些短缺为了
优化我们的库存，我们通过与光
明集团上海农场对接、直接基地
采矿等渠道补充库存。”公司的
负责人说。

新的场景刺激了新的需求，
这给新的零售上市公司带来了
新的空间和挑战。

为了及时解决小区域的批量
订 单 ，春 节 期 间 ，柏 高 推 出 了
——“小步回家”，这是一个以新
鲜商品为特色的网上销售平台。

“在疫情防控期间，苏宁凭借
其强大的生鲜食品供应链能力和

‘一小时生活圈’服务能力，充分
发挥 O2O零售终端在全国范围内
的综合覆盖优势，将有效增强消
费者对我们相关品牌的认知度。”
苏宁的相关负责人解释说，例如，
家乐福从快速消费品网上购物的
角度帮助苏宁实现了“一小时生
命周期”的全覆盖。

据业内人士透露，虽然疫情
引发的网上市场需求在供应链、
分销等环节给相关上市公司带
来了挑战，但流量的意外增加也
将成为其新零售业务进一步发
展的催化剂。

除了网上买菜，居家隔离产生
的另一个“副产品”是使许多市民
重新“回归”家庭，将厨房内的设备
认真地试用了一遍，合格或不合格
的家庭版“行政总厨”因此纷纷出
笼，从昔日在朋友圈中晒各大饭店

的菜肴到晒出自己手的家常菜的转
变，让越来越多的市民重新定义了

“家”的概念，家庭也因此增添了不
少烟火气息。

“电烤箱、空气炸锅、多功能电
饭煲、手工锻打的铁锅，这段时间，

光买这些厨房电器和各种锅就花了
近两千块钱，自己的厨艺也因此

‘突飞猛进’，突然发现，原来做菜
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山东张
店市民张倩茜说。武汉居民陈娟在
疫情期间，每晚通过微信朋友圈晒
自己的餐桌成为她的一种习惯，

“疫情期间，我学会了做包子、馒
头、蛋糕、牛肉饼，十几天前买的面
粉已经被折腾得差不多了。”陈娟
说，以前工作太忙了，没有心思照
顾家人的饮食，现在看着家人吃着
自己亲手做的食物，充满成就感。

厨艺的不断精进，不仅让宅家
生活有了质量，还能保证复工之后
有能量。大数据显示，下厨房 APP
的热度从一月末开始到二月中迎来
一波大爆发。

凉皮、蛋糕、奶茶……不能出门
也要满足自己的味蕾。美团数据显

示，烘焙类商品的搜索量增长了 100
倍，并带动酵母/酒曲商品销量增长
近 40 倍，饺子皮销量增长了 7 倍
多。“自制蓬松酥脆大油条”是网民
在下厨房中做过最多的美食；“电饭
锅蛋糕”因其简单好做而成为短视
频平台的宠儿，播放量超 10亿。

“近两个月的居家生活，在家做
饭的习惯已经养成，这一习惯重塑
了家人之间的关系，相信在疫情结
束后也会持续下去。”张倩茜说。

受疫情影响，邻里关系也在悄
然发生变化。都市生活的人们，并
没有“街坊”的概念，平日里楼道或
电梯里见了面，点点头，便算是打
了招呼。而在疫情期间，一栋楼或
一个小区一般都会建个“邻里群”，
拼单购买消毒液，一起“团购”蔬菜
日用品等，这种新式的守望相助，
有效梳理了原本陌生的邻里关系。

回归健康生活方式，拉近与家
人的距离。在这段与家人相聚的时
光里，一起锻炼、一起读书、一起游
戏，家庭氛围越来越好。中国青年
报调查显示，71.9%的青年近期会培
养更多和父母的共同爱好。

亲 子 居 家 健 身 ，爱 与 健 康 同
在。不少健身类 APP 为了让那些宅
在家里要带娃的家庭尽情享受亲子
时光，推出了亲子健身教学，让很
多家长在陪伴孩子增强体质的同
时，可以和孩子们像朋友一样相
处。

简便易行的居家健身方法得以
推广，瑜伽、平板支撑、举哑铃等占
用场地小的运动受到广泛欢迎。短
视频平台上，“宅家也爱做运动”

“客厅健身房”“居家健身小妙招”
等话题，累计播放次数约 30 亿。各
类热门的“初学”“零基础”课程让
运动“小白”能够在家科学健身。
受此影响，健身板、瑜伽垫、哑铃、
体感游戏手柄等小型健身配套商品
热销。

以“读”攻毒，越来越多的人重

拾书本，汲取知识的力量。宅家期
间，碎片时间被整合，大家有更多
的时间投入到高质量阅读。在知乎
热门话题“因为疫情待在家中的你
们每天都在干什么？”中，有超六成
回答称“看书”。大数据显示，2 月
底微信读书日活用户 376 万人，他
们每日使用时长约 70 分钟，一天能
阅读约 2 万字。其中医疗、疫情相
关作品备受关注，《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防护》《鼠疫》《血疫：埃博拉的
故事》等图书搜索次数名列前茅。

前一阵在方舱医院读书的“清
流哥”手里捧着的那本《政治秩序的
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革命》走
红网络，成为当时豆瓣读书榜的第
一名。不少书友纷纷找来这本书，
一起阅读。阅读为正处于恐惧紧张
情绪的人们点亮“精神灯塔”。

足不出户“云看展”，一起“涨知
识”。在不能出门的日子里，只要动
一动手指，就可以欣赏到许多古今
艺术瑰宝，来一场虚拟艺术之旅，给
心灵“排毒”。中国国家博物馆、甘
肃省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在内的 8家

知名博物馆近日集体开启直播，带
领来自各地近千万网民“云看展”，
还有不少博物馆利用 5G、VR、360度
全景等技术手段让网民享受身临其
境逛博物馆的感受。

疫情打乱了生活的节奏，但文

明和发展的步伐不会被疫情打断。
经此一“疫”，大家都意识到健康的
生活习惯在关键时刻可能成为“救
命秘笈”。希望以此次疫情防控为
起点，大家都能把健康的生活习惯
坚持下去。

本版文字综合人民网、新华网、央广网、鲁中晨报、上海证券报等媒体报道

在线买菜成日常 家里充满烟火气

解锁居家生活“潮姿势”

公共安全倍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