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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防控里的警惕和“畏惧”
陶凤

这两天，在疫情的高风险名单里突然多
了一个陌生的名字。 吉林省的小城舒兰，因
为突然出现的聚集病例引发全国关注。而传
播链条之长，又和前段时间黑龙江出现的疫
情极为相似。

与此同时，武汉也出现了新的“险情”。
一个普通的小区里，一位89岁的老人忽然被
查出新冠阳性， 随后经筛查又发现5名确诊
病例。老人虽是最早确诊的，但并不意味着
他就是源头。 病毒销声匿迹多时重出江湖，
让人匪夷所思。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向吉林舒兰派出工
作组，会同当地做好医疗救治和流行病学调
查等工作。武汉很快警觉了起来，全民检测
的呼声越来越高。

原发病例源头隐匿性强、传染链条不断
延长、无症状转确诊风险仍存，总结这些新
增病例提醒我们在常态化防控里，“防”和
“控”依然不可以掉以轻心。疫情并未完全过
去，病毒可能还存在于看不见的角落，甚至
我们不了解的地方。

与前一段时间相比， 学校陆续开学了，
商业活动多了， 社区的大门也陆续敞开了。
周边的商店、快递网点、理发店陆续开门，进
出社区的人员流动增多了，而一些居民的防
控意识和配合程度自然也有了放松，人之常
情，在所难免。

从防控的方向看，修复城市功能、回归
日常生活、恢复生产活动，这些都成为常态

化防控里重要的“制约”条件。因此，要保持
足够的警惕和“畏惧”，扼杀侥幸心理，抑制
非必要社交冲动，都是常态化防控中不可忽
视的环节。

舒兰的案例中，出现了高度聚集、频繁外
出等风险提示。武汉的病例中，出现了高龄、无
症状等字眼。这些关键词总结起来，基本就摸
索出了过往的规律，即以老年人及有基础疾病
的人为代表， 重点人群防控还是重中之重。安
全的社交距离、适当的社交活动、公共场合戴
口罩、勤洗手，还需要对居民多加提醒。

查找和补齐防控短板， 重点管控好海
关、社区、医院三大防线。社区的担子不能卸
下来，对于入境人员的动态监测，对于经过
14天隔离医学观察并无症状或者处于潜伏
期状态的无症状感染者精准掌握，寻找传染
源及时发布信息等等，这些工作都需要社区
来完成。

如何在常态下抗疫， 是当前世界性的问
题。复工时刻里的疫情防控，背后是经济与民
生，事关每个普通个体的健康与生计。以全面
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为目标， 过度恐慌大可不
必，但不麻痹、不厌战、不松劲是必须的。

前一阶段抗疫虽然取得成果，但在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里要保持谨慎和持久抗疫的
准备。经历过风暴突袭、危情蔓延，也经历过
同舟共济、转危为机，就会渐渐发现常态化
防控要有信心、有耐心，更要有持之以恒的
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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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5个月 全国CPI回落至“3区间”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近年来，暴力

杀医、伤医等涉医违法犯罪屡次发生，造成

恶劣社会影响。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数据，

自2019年至今年4月，全国各级人民法院

共计一审审结杀医、伤医、严重扰乱医疗机

构秩序等涉医犯罪案件159件，判决生效

189人。针对这一问题，十三届全国政协委

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今年

两会的提案之一聚焦的便是关于加快制定

我国《医院安全秩序管理条例》的建议。

北京商报：暴力伤医案频频发生，您认
为主要原因在哪里？在保护医护人员方面，
法律层面还可以有哪些推进？

皮剑龙： 医疗机构缺乏对医护人员安
全保障措施让伤医违法犯罪分子有机可

乘。我认为只有制度化保障才能对暴力伤

医行为有效遏制，因此，为了保障医护人员

人身安全，维护医护人员权益与尊严，让暴

力伤医行为彻底得到遏制，加快制定医院

安全秩序管理专门立法，通过立法形式对

医疗机构安全秩序进行制度化完善和保

障，是切实可行和必要的。考虑到我国目前

的实际情况，建议先由国务院制定《医院安

全秩序管理条例》。

去年12月底，我国通过了《基本医疗

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从今年6月1日起

施行。其中第四十六条规定，医疗卫生机构

执业场所是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场

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扰乱其秩序。第

五十七条规定，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

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

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威胁、危害医疗

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

格尊严。国家采取措施，保障医疗卫生人员

执业环境。该规定将医院明确界定为公共

场所，为制定医院安全秩序管理专门立法

提供了上位法依据。

北京商报：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建
议制定的《医院安全秩序管理条例》具体包
括哪些内容？

皮剑龙：《医院安全秩序管理条例》具
体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是明确列举危害医

院安全秩序的行为。应将殴打、伤害医务人

员，侮辱、恐吓、威胁、谩骂医务人员，非法

控制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携带管制器具、易

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物品和其他禁止携

带物品进入医院；借医疗纠纷故意扩大事

态、敲诈勒索，在医院周边大声喧哗、吵闹、

违规停尸、设灵堂、摆花圈、阻塞通道、聚众

滋事；非法占用、故意损毁医院财物等予以

明确规定，违反者将依照治安处罚法予以

处罚，造成人身、财产损害，依法承担民事

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医院应当建立安全检查制度，严

防禁止携带物品进入医院。进入医院的人

员应当主动接受并配合安全检查，不接受

的，医院有权拒绝其进入。对拒不接受安

检、强行进入医院或者扰乱安检现场秩序

的，治安保卫人员应当制止，制止无效的报

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同时，建立医院警务工作室机制。在一

定级别医院设置警务工作室，规定公安机

关应在医院安排警务人员，保障并随时处

理医院中发生的扰乱医疗秩序违法行为。

此外，还应规定医院配备安保器械；高风险

科室加装摄像监控设备；增加安保人员数

量。医院应当在急诊室、诊疗科室、医生办

公室、护士站等重点部位配备一键报警装

置，与安全监控中心和警务室联网，并接入

属地公安机关，以方便医务人员报警。

赋予医务人员避险保护和医院有条件

暂停诊疗权利。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受到暴

力威胁时，可以采取避险保护措施，回避对

就诊人员的诊疗；在不危及就诊人员生命

安全的情况下，医院可以暂停诊疗；影响医

务人员人身安全情形消失后，应当及时恢

复诊疗。

此外，就是加大对暴力伤医行为的处

罚、惩治力度。对任何形式伤医事件零容

忍，伤医行为是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暴

力伤医，不是医疗纠纷问题也不属于医患

关系范畴，而是暴力犯罪问题，它们之间

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保护医院安全秩

序，维护医护人员人身安全就需要加大对

暴力伤医行为的打击力度，从立法到执法

都要对暴力伤医从严惩罚。唯有如此才能

更好地维护医院安全秩序。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晨婷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皮剑龙：

建议为医院安全秩序管理专门立法

粮价环比微涨0.4%

从数据来看，4月全国CPI环比下降0.9%，

食品烟酒类价格波动仍是主导因素。数据显

示，4月当月，食品烟酒类价格环比下降2.1%，

影响CPI下降约0.68个百分点。

在食品中，鲜菜价格降幅最大，环比降

8%，影响CPI下降约0.23个百分点。国家统计

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表示，这是由于

天气转暖，鲜菜供应量增加所致。“今年3-4

月，菜价如期进入季节性下降区间，5月菜价

虽仍处于季节性下降区间，但下降幅度会较

去年同期收窄。”北京新发地市场统计部刘通、

张君华分析指出。

除鲜菜价格下降外，畜肉类价格环比降

5.5%，影响CPI降约0.42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

格下降7.6%，影响CPI下降约0.38个百分点。鲜

果和蛋类供应充足，价格环比降幅达2.2%和

1.9%，分别影响CPI下降0.04个和0.01个百分点。

但值得注意的是，4月粮食价格上涨了

0.4%，影响CPI上涨约0.01个百分点。对此，大

地期货研究员钱■表示，此次粮食涨价与前

段时间多国粮食限制出口关联不大，主要是

居民“囤粮”行为造成粮食短期需求较移高，但

随着对疫情的恐慌情绪减弱，粮价还是会回

归平稳。“0.4%的涨幅比较正常，目前国内最

主要粮食大米的自给率超90%，主粮供应无需

特别担心。”

4月其他七大类价格环比一涨六降。其

中，除医疗保健价格上涨0.2%外，交通和通

信、居住、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分别下降

1.2%、0.2%和0.2%，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其

他用品和服务价格均下降0.1%。董莉娟指出，

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汽油、柴油和液化

石油气价格分别下降7.5%、8.2%和3.7%；随着

复工复产加快，出行需求增加，飞机票价格上

涨5.6%。

猪肉批发价连降10周

据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4月20日-26日，

全国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较前一周下降

0.8%，连续9周回落。其中，猪肉批发价格逐周

下降至44.14元/公斤，较月初价格降幅达5%。

而在此前3月30日-4月5日、4月6日-12日、4

月13日-19日，猪肉批发均价分别为46.35元/公

斤、45.63元/ 公斤和45.03元/ 公斤。

在4月2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

魏百刚介绍，猪肉批发价格已连续10周下降，

每公斤降了6元左右；蔬菜、水果等鲜活农产

品供给增加，价格基本回落到常年水平。

“进入4月以后，拉动肉价上涨的外部因

素已经消失，导致4月的价格是波动下行的，

月度环比的降幅更加明显。”刘通分析指出，4

月白条猪日均上市量增加，养殖场毛猪出现

积压。由于2-3月消费低迷，养殖场存栏量明

显增加；同时，大体型毛猪普遍偏肥，气温逐

渐升高后，肥肉型白条猪在市场销售会受到

需求的影响出现阻力。因此，养殖场出售大体

型毛猪意愿较强烈，继续待价而沽的心态明

显淡化。

北京新发地市场监测数据显示，4月白条

猪肉价格显著下降。据统计，4月1日，该市场

白条猪批发平均价是20.75元/ 斤，4月30日的

价格是19.25元/ 斤，月末与月初相比，价格下

降7.23%。北京之外，截至4月29日，36个大中

城市猪肉（精瘦肉）价格为29.92元/斤，自去年

10月中旬以来首次跌至30元/斤以下，与前期

高点相比下降13.6%。

今年初，为对冲疫情影响，华商储备中心

于春节后分13批将中央储备冻猪肉投向市场，

共成交10917.28吨。4月21日，农业农村部消息

称，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表示，

由于今年下半年节日多，消费拉动力也更强，

猪肉的价格高峰可能出现在9月前后。

对此，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认为，

即便9月前后猪价涨破50元/公斤，由于去年

3-11月猪肉价格基数逐月上行较快，不考虑

非洲猪瘟疫情再度大规模爆发的情形下，本

轮猪周期从同比角度见顶向下的趋势已比较

明确。

物价大概率下行

根据4月高频数据，李超认为国内疫情逐

渐平息，物流运能恢复叠加天气转暖，二季度

食品价格没有明显上行风险因素。“今年苹果、

柑橘等水果可能是丰收大年，去年二季度水

果对通胀的扰动较大，今年可能相对较小；但

在外就餐、线下购物等或逐渐恢复运营强度，

餐厅或为弥补此前的经营亏损而适度涨价，

在外就餐等服务类价格可能适度环比回升。

预计今年下半年，食品和非食品环比都将向

历史季节性均值方向修复。”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表示，

随着疫情对商品供应影响的缓解、生猪产能

边际恢复，以及下半年基数因素的明显回落，

全年CPI大概率保持下行趋势。

需要注意的是，多家分析机构指出，时值

5月，部分外部因素或成影响物价变动的变

量。例如，随着猪周期见顶，生猪存栏量渐增，

国内玉米、大豆等饲料面临涨价；同时，多国限

制粮食出口叠加草地贪夜蛾等病虫害，或扰

动粮价预期。不过，大地期货研发总监周文科

表示，目前我国口粮中，期初库存比达86%，远

超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17%-18%安全线，

口粮价格稳定有保障。

在前述发布会上，魏百刚表示，今年以来，

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受住了

疫情的冲击。当前，春耕进展顺利，夏粮丰收有

较好的基础，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夺取全年

粮食丰收，“米袋子”不用愁。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

全国两会前瞻·对话代表委员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刘瀚琳）国
际油价下跌，4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继续

回落。5月1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4月全国PPI同比降3.1%，环比

降1.3%，而这也是今年PPI指数连续第4

个月下降。

具体来看，生产资料价格下降成为

当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继续回落的

主因。4月生产资料价格环比降1.8%，降

幅比3月再扩大0.6个百分点，影响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约1.28个

百分点。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区域经

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应习文分析指出，

4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新冠疫情暴

发的冲击下持续下跌，特别是能源价

格的显著回落，使生产资料价格显著

下滑。

从调查的40个工业行业大类看，价

格下降的有30个，上涨8个，持平的有2

个。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下

降35.7%，降幅扩大18.7个百分点；石

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下降

9%，降幅扩大1.2个百分点；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价格下降3%，降幅

扩大1.6个百分点。前述三个行业合计

影响PPI下降约0.76个百分点，占PPI总

降幅的近六成。

“考虑原材料生产和加工业价格向

下游传导存在一定时滞，而国际油价波

动不确定性仍较大、近期同比负增长已

成定局，我们认为PPI环比至少未来

2-3个月内大概率维持负增长。”浙商

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李超表示。

应习文指出，目前工业企业面临的

主要矛盾正由供给端的复工问题转向

需求端的订单不足。此前统计局发布的

制造业PMI指数也佐证了这一说法。4

月制造业PMI指数为50.8%，较前月回

落1.2个百分点。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33.5%，较3月下降12.9个百分点。

能源价格显著回落

4月PPI同比下降3.1%

·相关链接·经历过新冠肺炎疫情，全国CPI于年初异动后

在4月重回“3时代”。5月1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

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CPI同比涨幅为3.3%，该数据

也是去年10月以来CPI同比涨幅的最低值。CPI的

持续回落源于食品及非食品类价格继续下滑。其

中，鲜菜供应充足，猪肉价格连降10周，汽油、柴油

等价格也呈现出不同比例下降。考虑到去年非洲猪

瘟疫情带来的基数影响，多家分析机构预测，年内

CPI将大概率继续保持下行态势。

4月主要商品价格涨跌情况

粮食

价格上涨0.4%
食品烟酒类

价格环比下降2.1%

畜肉类

价格下降5.5%

猪肉

价格下降7.6%

蛋类

价格下降1.9%

衣着、 生活用品及服务、
其他用品和服务

价格均下降0.1%

鲜菜

价格下降8%

鲜果

价格下降2.2%

医疗保健

价格上涨0.2%

居住、教育文化和娱乐

价格均下降0.2%

交通和通信

价格下降1.2%

其他七大类价格环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