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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提出，所辖县区均为低风险的省份，
要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主任吴立明
说，疫情发生以来，公众积极配合，普遍
戴口罩，对控制疫情起到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如
果未来一段时间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大
家就可以放心摘掉口罩，恢复正常生活。

杭州市负责人表示，要不断巩固疫
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的态势，全面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努力把疫情造成的
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专家表示，现在国外疫情形势很严
峻，要认真防范输入性风险。各地的疫
情不同，不少地方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任
务还很重。要因地制宜，摘口罩不能随

意跟风，日常还是要勤洗手、外出注意保
持距离。

“所有开放开业的公共场所，必须切
实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浙江省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无
论是加强通风换气，还是对场所内人员
密度的合理控制，以及卫生防疫的各项
内部管理，每个环节都要继续盯紧，要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

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盛吉芳说，从传染病的角度考量，公众应
养成戴口罩的好习惯。“流感季节，传染
病高发期，人员密集场所和室内密闭空
间，都还是建议戴口罩。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增强身心抵抗力，营造良好的公
共卫生环境。”

（据新华社）

疫情冲击之下，国内多家
书店品牌展开“自救”。

上海“钟书阁”静安店开
启直播，首次直播观看数量达
8769人次，点赞和打赏超过3
万条；言几又则与外卖平台饿
了么展开合作，目前全国范围
内的49家门店都可提供外送
服务；为加强线上粉丝社群运
营，福州的“风雅颂书局”推出
了多场线上读书会活动。

3月21日，上海市新华书
店、古籍书店、上海三联书店等
58家实体书店，联合推出“上
海书展·阅读的力量”春季图书
大联展特别活动，精选百种图

书以8折购书优惠回馈读者。
不过，业内人士同时指

出，疫情下的“自救”只是应急
之举，实体书店真正要解决
的，是如何在情怀之上实现商
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长远来看，书店的长期
运营还有赖于清晰的商业模
式。“不少人会将开书店与追
寻‘诗与远方’联系起来，充满
情怀，但这只是‘看起来很
美’。”世纪朵云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冯洁认为，任何
一个书店从业者在进入行业
之前都要首先搞清其商业模
式。

多地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下调

啥时可以放心摘口罩？
近期，苏浙沪多地一些领导干部摘口罩开会。日前，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公

众科学戴口罩指引的通知》，称居家、户外，无人员聚集、通风良好的情况下普通公众可
不戴口罩。

对于公众来说，啥时才可以放心摘口罩呢？

多地不少场合摘口罩，公众仍态度谨慎

上海23日宣布降低疫情防控应急
响应等级。当日，地处上海核心区域的
黄浦区举行优化营商环境暨投资促进大
会，在主会场，台上交流发言的和台下与
会者都摘下了口罩。

近日，上海、江苏、浙江、海南等多地
政府领导干部开会带头摘口罩。在浙江
省、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与会人员均
未戴口罩。

杭州21日发布疫情防控通告，在取
消一些公共场所和交通工具测体温、亮
健康码等管控措施的同时，列出了几类
可不戴口罩的场所：公园、绿道、景区、大
街等户外场所，无人员聚集；骑自行车、
电动车，在空旷处行走、散步、锻炼；无境
外人员接触史的单位同事在通风良好的
场所办公、小范围会议；非群体性室内体
育运动等。

记者走访长三角部分城市街头发
现，在一些人流少、较为空旷的地方，有
少部分人已摘下口罩。但在多数户外公

共场合，大多数人仍然戴着口罩。
“习惯了，戴着口罩比较有安全感”

“不是很敢摘，因为境外输入的每天都
有”……22日，在杭州西湖景区游玩的不
少市民，表达了对摘口罩的谨慎态度。

在近期恢复开放的南京博物院、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虽然人不多，但参观者均戴着口罩，在排
队和参观时相互之间保持距离。“我觉得
还是再等等，彻底安全了再摘，不能功亏
一篑。”一位南京市民说。

在上海的街头、公园，记者看到，绝
大多数人还都坚持戴口罩。“虽然政策说
户外可以不戴口罩了，但大家都戴，自己
不戴怕让其他人担心。”不少市民表示。

多数受访市民表示，“不能大意，再等
等。好不容易控制住了，要防止疫情反弹。”

“最近天气挺热的，戴口罩特别闷。”
江苏常州市民赵可说，带女儿郊区踏青
时会把口罩摘掉，如果看到有人聚集过
来再把口罩戴上，“还不是很放心，慢慢
来吧。”

精准防控不可少，有序恢复正常生活

多地领导干部带头摘下口罩，传递
出重要信号：这些地方的疫情已经得到
基本控制，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
复。

这些地方均是疫情防控的低风险区
域，无本地新增确诊病例，已报告的本地
确诊病例均已基本治愈出院。比如，截
至3月3日24时，江苏全部县市区转为
低风险地区；截至3月22日，江苏超过1
个月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本地确诊病
例全部治愈。

截至目前，除了北京、天津、河北、湖
北之外，全国其他省份疫情防控应急响
应级别均已下调。

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
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张文宏表示，多数地方疫情防控应急响
应级别已经降下来了，降下来是有依据
的，发病率下降、本地确诊病例几近零、
传播概率非常低，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
绝大部分人都不太可能是感染者，除了
医院、人多聚集、地铁等地方，是可以摘

口罩了。
张文宏说：“老百姓喜欢有人明确告

诉自己要不要戴，其实这和你所处的环境
有关。一般情况下，戴的必要性是没有
了。在高危的环境里，最好还是要戴。”

记者注意到，在一些地方的口罩使
用指引中提出，通风良好，能保证人员间
隔，并做好消杀措施的室内场所，可以有
条件摘口罩。

专家表示，口罩不是一摘了之，摘口
罩的背后是社会治理效能的考验，精准
管控、技术赋能、机制保障缺一不可。比
如，在公园、体育场等地可以对容量进行
计算从而进行“限流”，做好管控，避免出
现人员聚集的情况。比如，上海世纪公
园在做好园内消毒、缩短开放时间的同
时，将全园游客最大承载量按历年同期
游客接待量50％的标准下调。为避免春
季赏花人流扎堆，杭州西湖风景区对花
港观鱼、植物园等均实行限流，游客需通
过APP预约，人流超过1万人即限制入
内。

防疫措施不能放松，控制公共场所人员密度

实体书店如何化危为机？
大街小巷，又闻书香。随着复工复市的号角吹响，近日国内

多家书店相继恢复了营业。记者走访发现，目前书店客流量仍比
较低，另有不少书店发出“告急信”。面对疫情的影响，如何化危
为机，成为摆在实体书店面前的重要考验。

实体书店“戴着口罩”复店

口罩和消毒水虽未远去，
沪上各实体书店已在春风中
相继打开了店门。

从新天地广场出来，沿着
淡水路向南走到街角一个旧
式大院，抬眼一看，二楼的插
画主题书店“鲸字号”已经打
开店门。“不少人选择中午吃
完饭后捧杯奶茶来逛逛，也有
少量外地游客来打卡。”店员
介绍，书店已恢复营业两周，
目前正慢慢恢复活力。

扫码、注册预约、填写个人
信息、查体温，目前，世纪朵云旗
下在沪的4家书店已经全部开

业；钟书阁在上海的6家门店也
全部恢复营业；言几又全国62
家书店已恢复营业50多家。

不过，打开店门只是唤醒
“元气”的第一步，多数书店仍
反映，目前客流量仍与正常时
期有着显著差距。多家书店
反映，目前来店消费者大约只
有正常时期的十分之一。

摆在另外一些书店面前
的，则是“生存”问题。

全国书店联盟“书萌”于
春节期间发起的问卷显示，绝
大多数书店1月收入同比下
降，最大降幅高达90％。

展开自救，不能只靠情怀“裸泳”

面对电商、租金人力成本
不断上升的挤压，实体书店究
竟该如何为城市留下书香？

近年来，国内不少实体书
店品牌正积极探索可行路径。

如西西弗在各大核心商
场开店迅速，去年开了83家，
今年计划开 100 家；成立于
2013年的言几又相继拿到知
名创投资本的投资，扩张迅
速；来自中国台湾的诚品书
店、新加坡的 Page One 等
也相继在大陆增加门店。

“一些书店会选择与大型
商业综合体合作，用吸引人流
量置换租金减免等，还有一些
将咖啡、文创周边营销等作为
重要的收入来源。”业内人士
介绍，如今，在国内各大商圈

或商业综合体，都能见到不少
高颜值、体验独特的书店。

相较而言，一些小型书
店则更加依赖粉丝和口碑营
销。“穷而后工”，“鲸字号”主
理人张晔表示，在开设实体
书店之前，“鲸字号”已经在
线上运营了多年，培养了不
少粉丝社群。“正因为有线上
积累，疫情下公司的损失整
体可控。”

“神兽之间”创始人蒋巍
认为，实体书店最差的时候已
经过去。冯洁也表示，“当下，
全民阅读正成为全社会倡导
的风向，实体书店也日益得到
重视，随着社会进步，书店作
为城市精神加油站将更加不
可或缺。” （据新华社）

“八仙过海”为城市留下书香

33月月2424日日，，读者在中信书店启皓店内阅读读者在中信书店启皓店内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