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保暖”措施

2政经北京商报2021.11.22

责编杨月涵 美编代小杰 责校唐斌 电话：64101946bbtzbs@163.com

北京“升温令”保障居民温暖过冬

近日，一档民生节目主持人动

态#小莉哭了#登上热搜，该媒体连

发9期节目，参与调解，可双方僵持

不下，没能化解矛盾，小莉因此捂脸

痛哭。

事情原委很简单，河南安阳一

年近80岁的老人在小区遛弯时，被

两只大型犬咬伤。面对监控证据等

铁一般的事实，当时明明在场的狗

主人却矢口否认，不仅拒绝道歉，还

始终避而不见。

众目睽睽，铁证如山。主人耍

赖，部门推诿。狗咬人最引发众怒的

是，狗仗人势，人仗权势。

一件看似不大的小事，要不是

舆论不依不饶小事化大，恐怕哭死

小莉也解决不了。

学新闻的人常常被“狗咬人”的

新闻代入。老师会告诉学生，狗咬

人不是新闻。养犬伤人，道歉赔偿

认罚。

而整件事暴露出基层一个尴尬

的现实：天经地义之事，于王某稍有

权力的人看来，成了冒犯；于相关办

事部门而言，成了麻烦。

小事化大。问题的最终解决得

益于媒体的曝光，主持人小莉哭

上热搜引起公愤，解决矛盾的通

道疑似被权力堵截，于是引起围

观者的共鸣，激起网友朴素的正

义感。

舆论压力之下，挖出涉事狗主

人王某为公职人员，此后被暂停公

职，并向受害人道歉。表面看结果大

快人心，但细思极恐，不可复制。

媒体曝光看上去高效，却成本

极高。若事事如此，才能持久地保障

更多的人，恐怕再多的小莉，再多的

社会资源都无以为继。

用这样的方式解决基层矛盾，

过于特殊，既不能作为鼓励的对象，

也不能视为处理纠纷、调解矛盾的

常规途径。长此以往，基层公信力政

府部门公信力会越来越差，而社会

治理成本会越来越高。

寻求社会治理的良性轨道，应

以法为大，以法为先。媒体监督不可

或缺，但媒体不能代替法律的审

判，媒体曝光并非解决问题的最终

途径，更不是根治所有问题的灵丹

妙药。

和狗咬人事件一样，很多问题

被逼到舆论场，迫于现实的无奈。这

些自身权益和尊严受到伤害的个

体，出于种种原因，投诉无门，解决

不力。

无论是基层政府推诿“打太

极”，还是法律诉讼维权成本高“打

不起”，都容易让老百姓对公权力心

生怀疑，对法律维权打退堂鼓，转而

对媒体曝光产生过度依赖。

遇上问题，依法办事，照章执

行。这才是全社会对法治的普遍信

仰。而破除法治路上的拦路虎，可能

不在于惊天动地的大作为，恰恰就

藏在狗咬人里的细枝末节。

小莉帮的忙，不是告诉大家有

事儿就闹。而是给基层治理的一次

鞭打，执法主动作为，维权降本增

效，有事儿才能既不必哭又不必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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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狗咬人”的新闻再上热搜了
陶凤

本轮疫情进入扫尾阶段 防控堡垒仍需加固
10月中旬以来的新一轮疫情快收尾了。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11月21日，我国

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已连续5天为个

位数。随着青海西宁、河北辛集等地全面解

封，居民的生产生活已逐渐恢复正常。21日，

四川省都江堰市全域调整为低风险地区，目

前全国还有5个高风险地区、63个中风险地

区。在11月20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国本轮疫情整体上进入扫尾阶段，但局部

地区仍然存在社区传播风险，需要警惕疫情

反复。下一步，疫苗接种、快递消杀等工作还

将有条不紊地进行。

多省疫情得到控制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在11月20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目前，本轮本

土疫情波及的省份中，有8个省份连续14天

以上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额济纳旗、黑河、

大连等边境口岸城市疫情得到快速有效处

置。多个省份在一个潜伏期左右控制住疫情。

全国本轮疫情整体上进入扫尾阶段”。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也表

示，目前全国的疫情整体呈现向好的形势，

多省疫情均已得到控制，除了辽宁省大连市

以外，其他省份近日仅个别地方有零星病例

报告，病例主要来自集中隔离点和风险管

控区域。

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数据显示，11月20

日0-24时，我国新增本土病例4例，其中辽宁

3例，均在大连市；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

族自治州。无新增死亡病例。

在治愈率方面，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

监察专员郭燕红介绍，这一轮疫情从10月17

日开始，截至20日上午已经有647名患者，也

就是超过40%的患者治愈出院。

“在医疗救治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第一

时间选派高水平的国家级的医疗专家，同时

把病人集中到综合能力强的综合医院进行救

治。”郭燕红举例称，“比如额济纳旗是西北部

的陆路口岸，当地医疗资源比较匮乏，只有一

个二级甲等医院和一个蒙旗医院，可以说整

体医疗力量不是很足。所以将患者集中到呼

和浩特市的一个综合能力强的医院进行救

治，共分六批转运了164名感染者，转到呼和

浩特市的定点医院，由国家级、内蒙古自治区

和当地医院专家共同组成专家组救治患者。

截至目前，164名患者中有161名患者都已经

治愈出院。”

此轮疫情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控制，也

得益于我国较高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据

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2021年11月20日，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

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3074.3万剂次。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全人群接种率

处于全球领先，但是老年人的接种率相对偏

低，而老人感染新冠的风险却远高于年轻人。

所以推进新冠疫苗接种的一个关键问题，就

是全力推进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年人新冠疫

苗应接尽接。

为此，11月21日，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北京市老

龄协会三部门联合发布了《致全市老年朋友

一封信》，呼吁全市老年人尽快尽早接种新冠

疫苗。在寒潮大风天气下，石景山区还通过疫

苗移动接种车开进小区的方式，方便老年人

接种。

加强进口风险管控

尽管长达一个多月的新一轮疫情终于渐

入尾声，但我国外防输入仍面临不小挑战。无

论是进口冷链食品还是进口非冷链货品，都

亟待更好地做好消杀、检测工作。

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解筱文在接受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做好进口货品

疫情防控工作，应该加强全链条管控力度，特

别重视进口货物源头控制，做好货物外包装

和货物表面消杀，严格执行采样核酸检测，严

格落实现有的要求和制度。

“经不断实践探索和研究完善，已逐步形

成一整套进口冷链食品风险管控措施。”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

长刘洪彬介绍，对进口冷链食品实行专用通

道进货、专区存放、专区销售，不得与其他食

品混放贮存和销售；对购进的进口冷链食品

认真查验进口冷链食品检验检疫合格证明、

核酸检测证明、消毒证明；对无相关证明、无

追溯信息的进口冷链食品，一律不予生产加

工和上市销售。

目前，我国31个省份已全部建成省级进

口冷链食品追溯管理平台，并实现与国家级

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管理平台的数据对接和共

享，强化了跨部门跨地区追溯管理协同联动。

为更好地预防疫情反复，11月20日，北

京市疾控中心发布了新版《进口非冷链货品

的常态化疫情防控指引》，要求进口货品入关

时要按规定开展新冠病毒检测监测，并做好

集装箱和货物外包装的预防性消毒处理工

作。进口货品的承接单位建议设置进口货品

的专门存放区，专人负责。进口非冷链货品应

遵循分类确定存放期的原则，自进入海关开

始到送至消费终端为止，可根据材质、保存条

件等确定一定的存放时间。原则上室温下

（20±5℃）不锈钢、塑料材质的存放时间至

少7天，布料材质的存放时间至少5天，纸质、

木质、玻璃材质的存放时间至少4天。

在同一天，北京市疾控中心还发布了新

版《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快递和外卖配送人员

防控指引》，要求企业应按相关规定组织所有

员工进行全程新冠疫苗的接种，做到未全程

接种者不得上岗。企业和员工应及时了解配

送区域的疫情风险等级，快递和外卖人员到

上述区域配送时应严格个人防护措施，做到

完全无接触式配送。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吕银玲

北京迎来大风降温

“好久没见这么大风了，下午还有点扬

尘，在外面走了几步身上都是沙。”家住朝阳

的余女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11月21日，北京大风劲吹，风寒效应显

著，局地伴有扬沙。22日，气温还将下降，

夜间最低气温仅-5℃，或将创今冬以来新

低。当周中后期气温持续较低状态，气温整

体较11月中旬下降明显，25日前后又有弱

冷空气活动。

这是今冬影响我国的第三轮寒潮。据了

解，并非所有冷空气都是寒潮。根据强弱程

度，我国将冷空气分为四个等级：弱冷空气、

较强冷空气、强冷空气和寒潮。

作为冷空气中的“王者”，只有使某地的

日最低气温24小时内降温幅度大于等于8℃，

或48小时内降温幅度大于等于10℃，或72小

时内降温幅度大于等于12℃，而且使该地日

最低气温小于等于4℃的冷空气活动，才能称

为寒潮。

探究本轮寒潮形成原因，是由于前期乌

拉尔山地区存在一高压脊伸向极地附近，脊

前的西北气流引导极地冷空气南下，并在西

伯利亚地区积聚。随着乌拉尔山高压脊以东

的低槽东移，冷空气也不断东移南下。

上一轮的寒潮为北京等多地带来了

初雪。但本次寒潮，华北地区不会有明显

降雪。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解释称，其

一是上次寒潮过程中，从蒙古国延伸至我国

的低槽槽底比这次更偏南，低槽底部和前部

的西南气流会携带暖湿空气，并输送到华北

地区，形成降雪。此外，在上次过程中，东海附

近有一个热带系统，其北侧的东风和东南风

持续输送水汽到华北地区，这也是降雪形成

的有利因素。而这次过程中，没有相应的水汽

被输送到华北地区，即使温度已经降到很低，

也没有明显的降雪。

多地刷新下半年气温新低

“这次寒潮过程影响范围大，冷空气移动

速度快，天气系统也更加复杂。”方■在介绍

本次寒潮特点时指出。

11月21日早晨5时，冷空气前锋已到达河

北西部至河南西部一带，受其影响，新疆东

部、青海、甘肃、内蒙古西部、陕西中北部、山

西南部、河北南部等地出现4-8℃降温，其中

新疆、甘肃局地降幅达10-13℃。

此次寒潮的强降温中心在华东。中央气

象台预计，11月21日-22日，冷空气迅速南下

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6-10℃。

华东将成为强降温中心，其中黄淮东部、江

淮、江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

达12℃，局地14℃以上。

11月23日早晨，最低气温0℃线将南压至

长江中下游至四川盆地北部一带，江南南部

最低气温将降至4℃，刷新下半年以来气温新

低。“我昨天半夜都被冻醒了。今天下雨更显

冷，现在已经把羽绒服拿出来备着了。”家住

上海的朱女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东北地区则又将迎来暴风雪天气。东北

地区降水相态以纯雪为主，黑龙江中东部部

分地区降水量或将突破历史同期极值。

气温下降，室温不降

应对寒潮，多地也出台了“暖心政策”，保

障居民过冬。北京商报记者从北京市城市管

理委获悉，为保障居民温暖过冬，北京市要求

各区、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各供热单位做好

供电、供热保障工作。

其中，在供热方面，发布供热“升温令”，

要求各供热单位提前升温运行，提高供热服

务质量，做到降温期间“气温下降，室温不

降”。同时加强巡检，遇突发情况迅速处置，及

时解决用户供暖诉求。

在供电方面，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在全

市部署了3000多名电力运维保障及抢修人

员、708辆抢修车辆开展值守保障，22支、345

人的应急救援队伍全面做好应对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准备。目前，北京电网运行安全平稳，

电力供应有序。

集中供暖供热厂锅炉房、医院学校养老

院等6类供暖客户的供电服务保障是电力部

门关注的重点。国网北京电力相关负责人告

诉北京商报记者，按照供电服务“网格化”管

理工作要求，该公司1465名社区客户经理、

771名“煤改电”经理，将主动为客户提供故障

报修、用电咨询等服务保障。

与此同时，国网北京电力统筹部署大型

应急装备1600千伏安升压车组、3000千瓦大

容量中压发电车至指定地点，便于紧急情况

下高效开展应急发电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从全国来看，受前一轮寒

潮天气等因素影响，11月6日全国煤炭产量跌

破1100万吨。

国家发改委近日表示，有关部门迅速采

取一系列保供稳价措施，保障供应方面，大力

推进煤炭增产增供，加速释放煤矿优质产能，

煤炭调度日产量已稳定在1200万吨以上，连

续创下历史新高；10月下旬以来煤炭期货和

现货价格大幅回落，截至11月中旬郑商所动

力煤期货主力合约已回落至800元/ 吨左右，

较10月最高点下跌近60%。

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方面，国家发改委

在推进增产增供基础上，组织煤炭企业与煤

电企业签订一批中长期合同。截至11月6日，

各省区市发电供热企业煤炭中长期合同覆盖

率均已超过90%，其中24个省区市达100%。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王晨婷

今冬第三轮寒潮来袭。11月21日10时，中央气象台连发寒潮、暴雪、海上大风三个预警。11月20日-23

日，近20个省会级城市降温将超10℃，全国2/3领土将被寒潮“速冻”，北京地区或于22日迎来今冬目前为止

“最冷一天”。

气温速降，但相应的“暖心政策”已提前备上。以北京为例，全市发布供热“升温令”，要求各供热单位提

前升温运行，做到降温期间“气温下降，室温不降”；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在全市部署了3000多名电力运维

保障及抢修人员、708辆抢修车辆开展值守保障，22支、345人的应急救援队伍全面做好应对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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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及抢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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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值守保障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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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伏安

1600千伏安升压车组、

3000千瓦大容量中压发电车待命

1465名社区客户经

理、771名“煤改电”

经理提供服务

22支、345人的应急

救援队伍待命

发布供热“升温令”，要

求气温下降，室温不降

3000
千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