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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鹏 姬烨

关于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办的争论

终可告一段落。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蔓延，国际奥委会24日正式宣布，原定于

今夏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将延期至最晚明年

夏天举行。现代奥运会120 余年历史上，

首次因非战争原因未能如期举行。

这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决断。筹办奥运

会是一项有着严格时间表的系统工程。从

参赛运动员到观众游客，从赞助企业到电

视转播商，从东道主到各单项国际体育组

织，奥运会涉及的利益太广太复杂。宣布

改期固然容易，但牵一发而动全身，延期举

办不仅会大幅增加东道主的举办开支，更

会打乱整个国际体坛赛事体系的运转周

期。最关键的在于，由于疫情何时结束的

不确定性，即使奥运会延期，也难以迅速定

下一个令各方均满意的新日期。因而，当

欧锦赛、法网等大赛或延期或取消时，对于

东京奥运会何去何从，国际奥委会难下

决定。

从起初坚称没有“B计划”，到后来“松

口”表态考虑将延期举办作为备选方案，再

到如今官宣最晚延期一年，国际奥委会随

疫情变化走一步看一步。看似被动无奈的

背后，是其务实与慎重的作风。令人欣慰

的是，国际奥委会始终未忘“以运动员为中

心”的宗旨，决策过程中积极与运动员代表

对话沟通，争取理解与支持。将奥运会推

后举办的决定，亦是出于“以保护每个人的

身体健康为先”的考虑。

危机总会发生。但如何应对危机，能

看出一个组织的管理和领导水平。过去一

百多年来，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并非一帆

风顺，它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经历

过“冷战”时期的大规模抵制，经历过慕尼

黑奥运会“黑九月”事件以及盐湖城冬奥会

贿选丑闻。每一次国际奥委会都正确应

对，渡过了难关。

当下，奥林匹克运动又面临一个艰难

时刻。疫情波及五大洲，让奥运会如期举

办的努力化为泡影。尽快确定新的奥运会

举办时间，将延期的不利影响和损失降至

最低，迫切需要奥林匹克运动参与各方的

团结合作。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赛期如何调整，都

无法做到十全十美，令各方满意，因此只有

秉持“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充分沟通的

基础上做到相对公平，才能共克时艰。

奥运会之所以能超越民族种族、意识

形态、文化背景等差异而成为全人类的共

同庆典，盖因它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团结、进

步、友谊。地球上形形色色的人，汇聚在五

环旗下，表达的是对共建人类美好未来的

渴望与信心。

正如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的联合

声明所言——“在这个困难时期，东京奥运

会可以成为世界的希望灯塔，奥运火炬可

以成为在黑暗中照亮世界的希望之光”，人

类终将战胜疫情，哪怕赛场一时沉寂，只要

希望之火不灭，终有冲破黑暗之时。

牵线搭桥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日前出台了

《关于开展企业用工余缺

调剂工作的通知》，在保障

企业与员工的合法权益的

前提下，提高人力资源配

置效率，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

新华社 尹志烨 作

罗志华

近日，网传“援鄂疾控工作队暂缓

撤回”。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前方工

作组防控组社区防控专家组组长吴浩

回应称，援鄂疾控队伍暂缓撤离，曾被

误认为是不是疫情反弹，或者疫情加

重了，其实不然，援鄂疾控队伍留在当

地，还要承担一些任务。

民众之所以对此产生误解，主要

因为将“援鄂医疗队”混同于“援鄂疾

控工作队”。但两者的差别在于：医疗

队主要以救治为目的，疾控却涵盖疫

情的预警、评估、应对、消杀、救治患

者、疫情溯源、后期处置等工作。疾控

是一个长链条，医疗只是其中的一环，

医疗任务完成了，援鄂医疗队就可以

撤回，但援鄂疾控工作队仍有不少事

要做，比如前期定点收治新冠肺炎患

者的医院恢复日常诊疗工作，承担隔

离任务的酒店恢复正常营业，都需要

经过一次严格的消杀工作，这属于疾

控人员的工作范畴。

疾病需要全过程干预，传染病更

是如此，疾控则是传染病全过程干预

的表现形式。将援鄂疾控队暂缓撤

回，既出于防疫所需，更强调了疾控工

作的重要性，这与维护健康强调包括

预防在内的全过程干预，两者理念相

通、方式相同，可谓一脉相承。

民众误读“援鄂疾控队暂缓撤回”

并非出于偶然，其基础是：重医疗、轻

预防等现象在社会上十分常见。比如

很多人在患病之前满不在乎，出现亚

健康状况仍然透支身体，认为有病治

病即可。但医疗系统有一种说法，在

预防上投入1元钱，可节省医疗花费8

元，注重疾病全过程干预，尤其注重疾

病的早期预防，方能更好地维护健康。

以防控传染病等重大疾病为主要

目的的疾控工作，则比普遍疾病的预

防更加显得重要。因为普遍疾病不具

有传染性，预防多只在个体上产生作

用，但一次有效的传染病预防，则可在

一个群体上产生作用，且传染性越强，

疾控的作用就越大。

但与普通民众重医疗轻预防一

样，疾控在社会上的受重视程度，也远

不及医疗。医院比比皆是，越来越大，

相比之下，疾控机构的规模与数量就

不值一提，疾控从业人员不仅比医务

人员少得多，而且人才流失也很严

重。医院的感染科承担着部分疾控任

务，也日见萎缩，沦为边缘科室。

暂缓撤回有不舍之意，除了因为

疫情防控还要做很多收尾工作外，另

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希望驰援湖北的

外省疾控人员能够举办一次全省疾控

大培训。受疫情影响最重的人当然最

容易认识疾控的重要性，为当地留下

一支带不走的疾控队伍，比留一支带

不走的医疗队伍，其作用要大得多，这

样的重视不应限于一地，而是应该成

为社会的普遍共识。

多一分善意
少一点歧视

当前要尽快消除针对湖北人的种

种就业歧视或不当措施，给予他们悉心

善待、稳妥安置，用实际行动保障其平

等就业权利

祝伟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各地经济

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近期，湖北多座城市

宣布解封，许多湖北籍务工人员准备回到原

工作城市。然而，在就业市场上，针对湖北

人的就业歧视现象时有发生，不少人返工、

求职时屡屡碰壁，个别企业甚至规定不能录

用身份证号码以“42”开头的员工，折射出抗

疫时“全国一盘棋”，复工时“各自打算盘”的

复杂心态。

两个多月来，全国人民守望相助、众志

成城，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

基本阻断。在这个过程中，湖北人民表现出

极强的忍耐、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无论从什

么角度看，他们都值得尊敬。在有序推进复

工复产时，如果以防疫之名，行歧视之实，无

疑不适应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的发展变化，也

有违精准防控、科学防控的要求，应当尽快

纠正和调整。

湖北是我国劳务输出大省。疫情期间，正

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冲击，一些工厂和项目

停产，外出务工收入本就是许多农村家庭的主

要收入来源，长时间没有收入，他们的经济负

担难免加大，如果在复工复产过程中，以各种

形式歧视湖北籍务工人员，这不仅违反就业促

进法，也无益于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一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千千万万外来

建设者的心血付出。湖北籍务工人员有平

等就业的权利。如果企业不问健康状况，仅

仅因为求职者是湖北籍，就将其挡在求职、

就业的大门之外，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

任由这种就业歧视存在，本地企业的用工需

求谁来满足？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靠谁来

支撑？

令人欣慰的是，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和企

业积极响应中央要求，“在湖北最艰难的时

期搭把手、拉一把”，对湖北籍务工人员温情

善待，这犹如雪中送炭，温暖人心。病毒必

须隔离，人心不能疏离。我们呼吁，当前要

尽快消除针对湖北人的种种就业歧视或不

当措施，给予他们悉心善待、稳妥安置，用实

际行动保障其平等就业权利。

3月12日，2020东京奥运会圣火采集仪

式在希腊古奥林匹亚举行。第一棒火炬手、希

腊射击奥运冠军安娜·克拉卡奇（左）与扮演最

高女祭司的演员乔治乌（右）交接圣火

新华社 安东尼斯·尼科洛普洛斯 摄

让奥运圣火之光照亮前路
人类终将战胜疫情，哪怕赛场一时沉寂，只要希望之火不灭，终有冲破黑

暗之时

读懂“援鄂疾控队缓撤”背后的深意
将援鄂疾控队暂缓撤回，既出于防疫所需，更强调了疾控工作的

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