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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
对全球生产和需求造成冲击。面对前所
未有的挑战，中国经济在前一阶段经受
住了考验，重点项目复工率、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等均强劲回升。我们必须把困
难估计得更充分，下好先手棋，把党中央
各项决策部署抓实抓细抓落地，以更大
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以更有力的逆
周期调节稳住基本盘，实现国民经济正
常运转与高质量发展。

宏观调控讲求相机抉择，重在有力、
有度、有效，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要建
立在对形势科学分析基础上。一方面，
未来一段时间国际经贸交往活跃度将持
续低迷，要对冲外需下降的不利影响，必
须激活国内市场潜力、畅通内部良性循

环、强劲居民消费
引擎。另一方面，
疫情冲击导致部分
企业生产经营困
难、重点群体就业
压力较大，产业链、
供应链等要尽快完
成修复、稳定，还要
抓住时机优化、升
级。因此，必须合
理加大调控的力
度，抓“六保”、促

“六稳”，加快恢复
经济社会运行秩

序，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牢
牢守住经济发展的底线要求。

加大政策力度，调控“组合拳”要更
有针对性，各地区各部门要在落实上更
见真章。比如，针对内外需的突发下降、
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困难、微循环受阻、企
业亏损面上升，财政政策再提前下达一
定规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货币政策又
增加面向中小银行的再贷款贴现额度与
定向降准，这都需要抓好落实执行。又
如，当下更加突出就业政策，各地不能被
动靠财政金融政策层层传导，而需要直
接推出各项招生、入伍、企事业单位招聘
和基层服务项目的扩招计划，同时尽可
能吸纳农村劳动者就地就近就业。确保
宏观政策实施效果，地方政府应主动作
为，一手加大投资补短板力度、支持制造
业改造升级，一手做好人对人、点对点的

就业服务，扩大人力资本投入，切实增进
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

加大政策力度，要培育壮大新的增
长点增长极，从战略布局完善的高度化
危为机。比如，都市圈的郊区新城、数字
城市建设及网络型城市群结构拓展、旧城
和老旧小区改造，都是扩大内需重要支撑
点，都有巨大需求和发展空间。此外，重
塑新的产业链条，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和进
口替代力度，打通产学研创新链、价值链，
强化公共卫生体系等，都亟待发挥好企业
主体作用和政府统筹作用。

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并不意味着
“大水漫灌”，而是要分类识别、精准施
策，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畅通
生产要素流动渠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从“放管服”改革到要素市场化配
置体制机制改革，都是为了激发政策措
施的“乘数效应”，通过更好的营商环境、
市场机制，增强企业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实现更高的风险把控力与更少的发展

“后遗症”。在改革中创新调控，在调控
中深化改革，我们才能在逆风行进中把
制度和市场的优势结合得更充分。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新发展理念，沉着应对纷繁复杂的外
部不确定性，我们一定能稳住经济基本
盘，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牢牢把
握发展主动权。（摘自《人民日报》）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
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对
外公布。《意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
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分类提出土
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个要素领域
的改革方向和具体举措，构建更加完善的要
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这是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重大改
革部署，也是新时代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又
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成果。

当前，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以大数据为支
撑的数字经济对经济的转型升级起到重要
推动作用，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劳动力要素和数据要素的重要
性愈加凸显。

疫情期间，线上办公、在线教育的异军
突起加速了人们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变
革，数据的流动逐步代替了人的流动，以互
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支撑经济

发展的新产业。
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资源向生产要

素的形态演进，数据已和其他要素一起融入
经济价值创造过程，对生产力发展有广泛影
响。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意见》提出
了多项具体要求，“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

“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加强数据资源整
合和安全保护”等。

“数据要素不仅是基础性战略资源，是
发展数字经济大国的基本要素储备，而且还
是其他要素的融合剂。”中国社会科学院“重
大风险与重大考验研究”创新工程项目组首
席研究员樊鹏认为，数据要素同其他要素的
融合将加速社会经济价值创造，让数据多

“跑路”，使经济要素体系出现增值和裂变，
不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
能，而且将对社会生产力发展产生更加广泛
深远影响。《意见》提出的各项指导性要求，
就是以“新要素”融合传统各项要素，以“新
引擎”开启新的发展势能。

（摘自人民网）

日前，某机构推出“分餐制 VS 合餐
制”问卷调查，吸引了很多人参与。尽管
调查尚在进行、结果有待分析，但已折射
人们对餐饮卫生的关切。

不少人认为，“非典”之后，一些地方
餐饮行业曾兴起的“分餐”“公筷”昙花一
现，主因是人们不习惯，或觉得其乐融融
的聚餐场面“公筷”横亘其中显得有些“生
分”，不如“私筷”方便、“不见外”。

其实，传统习惯和观念我们可以试着
去改变，特别是使用“公筷”夹菜简单易
行，应当能够尽快普遍实施。各地之所以
倡导使用“公筷”，也是见微知著、防患未
然，在向社会“吹哨”。因为，这次疫情再
次敲响了卫生安全的警钟——像新冠肺
炎一样凶险的“人传人”病毒，呼吸道传播
是其“大通道”；不少家族确诊病例，除近
距离飞沫传播外，恐怕“私筷”共夹一盘菜
也是主要“祸根”。

现代科技表明，筷子细小凹槽里藏有
许多细菌，会引发痢疾、肠胃炎等疾病，用
餐前需彻底消毒；而“私筷”可能会将病毒
交换给他人，家庭式常见的幽门螺旋杆菌
感染，碗筷就有极大的“嫌疑”；若与甲肝、
戊肝、手足口病、伤寒、肝癌患者混用餐

具，病毒也可能通过唾液传染健康人。
而在生活中，“私筷乱夹菜”现象司空

见惯：如今，多数饭店客人无特别要求时
一般不放“公筷”，有的饭店给聚餐客桌配
备的“公筷”也经常被“闲置”。还有一些
人对自己爱吃的菜“挑肥拣瘦”翻个不停，
甚至有人习惯性把所有菜夹起来放下去
地反复“猫戏”。假如有此嗜好的人患有
某种传染性疾病，筷头便会在大快朵颐之
时，让同桌就餐的所有人成为“密切接触
者”。

有人认为，我国饮食文化深厚，一些
传统习惯根深蒂固难以改变。对此，大家
也应注意到：文化在不断发展，文明一直
在进步。

“民以食为天”。餐饮文化是人类文
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使用的筷子
至少已有三千年的历史，且是餐桌上的

“顶梁柱”。先秦时称“梜”、汉代名“箸”、
明代改叫“筷”的这一中国餐具，蕴含着太
多的文化与讲究，其材质从树枝、竹棍，逐

渐到金、银、玉、象牙等，承载着人们共同
分享食物、相互夹送菜肴的和谐礼仪与亲
情。

从筷子的历史可以看出，它是“卫生”
的产物，是餐饮文明进步的标志。实际
上，“公筷”的传统也很悠久，王羲之《兰亭
集序》描绘的魏晋时期竹林七贤“流觞曲
水”，就是各用杯箸；五代十国南唐画家顾
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也是“分餐制”。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死守”一种规矩
呢？

“使用公筷”，是个严肃的问题。疫情
过后，亲朋好友、单位同事、接待客人、红
白宴席等聚餐场面定会接踵而来。有关
部门可要求餐饮行业为聚餐桌上配备“公
筷”，人们夹菜时，每个人都要主动使用

“公筷”，防止“病从口入”，也防“病由筷
传”。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便会培养出更
加文明的“新积习”。当每个人都能自觉
成为餐桌文明的践行者，“公筷”也就会成
为一种新风尚。（摘自《经济参考报》）

数据要素开启“新引擎”
□万鹏 吴兆飞 任一林

“公筷”应成为“用餐新风尚”
□贾立君

近日，我国“探索一号”科考船完
成2020年度第一个科考航次（TS16航
次），返回三亚救助局码头，同时带回
来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随船科学家
在南海首次发现一个约 3 米长的“鲸
落”，这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发现该类
型的生态系统。

“鲸落”是指鲸死亡后落入深海形
成的生态系统，它与热液、冷泉一同促
进了深海生命的繁荣，被称为是深海
生命的“绿洲”。有研究者发现，在北
太平洋深海中，一个“鲸落”可能就维
持了至少有 43 个种类 1.249 万个生物
体的生存。这里形成的生物群落，甚
至可以延续上百年。

“鲸落”的形成通常会经历四个阶
段，每个阶段有不一样的生物群落：

首先是食腐动物，如盲鳗、睡鲨，
还有少量的石蟹、鼠尾鱼和数百万只
两足动物等。它们会消耗掉刚刚沉入
海底的鲸尸上大量的肉和脂肪；

当它们离开后，“鲸落”生态便会被多毛纲、
涟虫目和一些蜗牛为首的软体动物包围，
甚至会培养出一些在别的环境中从未被
发现过的新物种——食骨蠕虫就是“鲸
落”中诞生的特有物种——至今科学家已
发现了至少16种这样的新物种。它们会
吃掉剩下的一些组织碎片以及之前生物
所留下的残渣，比如鲸骨中的沉淀物；

下一个阶段是“硫化”阶段，主角是数
量庞大的厌氧细菌，它们会进入鲸骨中去
分解骨骼中的脂质，并排出硫化氢。所以
这个阶段会产生一些有毒物质，不过并不
影响这里的生命活动——海底的贻贝、蛤

蜊、帽贝和海螺等生物会以这些厌氧细
菌为食，因此它们会在骨架周围攀附生
长；

最后，当鲸的所有养分都被利用
完，骸骨中含有的矿物质便会慢慢变成
礁岩或沙粒。也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
看到的一些聚集着无数生命的海底礁
石，在数百年前其实就是一具海洋生物
的遗骸。

海洋专家表示，目前国际上发现的
现代自然“鲸落”一共也不足50个。一
方面当然是因为发现一个“鲸落”并不
容易，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死掉的鲸
都会成为“鲸落”。

因为鲸脂相对于海水的密度较低，
所以很多鲸死后都会漂浮在水面上，有
一些会随波逐流搁浅在海滩上。比如
抹香鲸头的上部有巨大的脑油器，露脊
鲸有着厚实的鲸脂层，它们死后都会漂
浮在水面。就算是一些因密度大而能
缓慢下沉的鲸尸，因为体内脏器与之前
的食物腐化的缘故而产生大量气体，也
可能会重新浮出水面。比如座头鲸和
蓝鲸等。

只有少数下沉的鲸尸因为各种因
素才会完美“鲸落”，成为海底的一片“生命绿
洲”。 （摘自《羊城晚报》）

《道德经》文本虽然含宏万汇、言
丰意赡，究其本质却是一本老子写给

“圣人”“侯王”等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

位之人览阅的道德宝鉴。“无为”概念
在《道德经》中特别重要，这个建议给
圣王的策略十分简单，即是仿效水的
无为、不争和善利万物。水无作为，却
沉淀杂质澄清自我，滋养植物生长。
与之相似，真正的圣人总是无为，那种
耽于学习与实际事务的人的深思熟虑
的“有为”，总是徒劳无功。

1988 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国
情咨文中引用《道德经》中“治大国若
烹小鲜”句，将《道德经》英译推向一个
历史高点，美国有八家出版公司争着
出版英译《道德经》，哈珀-柯林斯
（Harper-Collins）出版公司最终以13万
美 元 购 得 史 蒂 芬·米 歇 尔（Stephen
Mitchell）译稿的出版权，该书出版后短
短八年间，总计发行55万余册，其版权
之高、发行数量之大，影响之广泛，在

《道德经》英译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
的。能够在众多英译本中脱颖而出，
很大程度上源自译者米歇尔对《道德

经》“无为”“不争”等治理思想的深刻
体认，不仅迎合了赞助人的需求，也满
足了经济滞涨时期人们从中汲取管理
智慧、推动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2011
年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在就职
演说中援引《道德经》“天之道，利而不
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名言，表示
将用道家“不争”思想践行《联合国宪

章》的时代精神，将这一智慧应
用到工作中，与各国共同应对当
今世界的挑战，求同存异，消除
争端，找到行动上的统一性。

20 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爆发标志着西方理性文化
的终结和机器文明的崩溃。面
对战争的到来，宗教组织瘫痪，
即使名望很高的学者和教会领
袖也无法把人们从战争的阴云
中拯救出来。劫后余生，许多学
者对西方文化进行了认真的检
讨，对西方文明深感绝望。他们

在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中，寻找到一种植根于自然本能、追求
和谐、遵循宇宙规律的理想样态，认为
只有这种向内用力、十分含蓄的文化
才是解救欧洲危机的“良药”。老子哲
学中反对战争（“夫兵者，不祥之器”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主张和谐的
观点，引起一大批抛弃了欧洲中心主
义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文化学者的共
鸣，他们认识到老子思想对于消弭人
类占有冲动、缓和人类社会冲突所具
有的时代性意义。学者们在与东方文
化的接触与碰撞中发现《道德经》中反
战、斥战的和平理念对缓解社会的冲
突与动荡具有时代性的意义。他们厌
恶争斗，反对穷兵黩武，向往老子所描
绘的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
其俗”的和平生活状态。以亚瑟·韦利
为代表的西方译者大多在英译《道德
经》文本中凸显“和平”“反战”理念。

（摘自《光明日报》）

熔喷布，一种对大多数人来说极为陌生的
材料，最近火了。半年里它的价格从不到2万
元一吨，一度狂翻40倍涨至70万元一吨，也曾
一夜间暴跌 20 万元。有人形容它是“印钞
机”，也有人形容它像“过山车”。

近期，公安部部署开展专案打击行动，严
打倒卖熔喷布违法犯罪，目前，共破获案件20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2 人，涉案金额 3445 万
元。4月15日，“熔喷布之乡”江苏扬中市叫停
全市876家熔喷布企业，全部停业整顿。

熔喷布是医用外科口罩和N95口罩的“芯
片”，这是一种以高熔融指数的聚丙烯为材料，
由许多纵横交错的纤维以随机方向层叠而成
的膜，有媒体形象地形容“其制作方法和棉花
糖相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熔喷布一
跃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原材料。

有人这样描述“熔喷布之乡”扬中市：“这
个以河豚闻名的小城中，人们已经没有闲情逸
致吃河豚了，他们见面的第一句话是‘你做熔
喷布了吗’？”企业盲目转型，小作坊一哄而上，
中间商高价回购，普通民众跟风投资……据扬
中市市场监管部门介绍，当地登记注册的涉及
熔喷布生产、销售的867户企业，“几乎全部都
是在疫情发生后新注册或变更经营范围的。”

据调查，扬中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条件更是
堪忧。紧急转产、小作坊生产，不仅让大量不
合格产品流向国内市场，还催生了虚假的“繁
荣”。300万投资生产线，一周收回成本，半个
月毛利千万，一个月高价转让生产线，但“击鼓
传花”的游戏不可能永远玩下去，行业泡沫破
灭，对地方经济将带来长远影响。因此，当地
果断对这些生产资质存疑、产品质量不过关的
企业踩下刹车是理性选择。

不过，需要踩下刹车的不止扬中一地。有
资讯机构调查，扬中并非国内唯一的劣质熔喷
布源头，近1个月来，有近10万家小型作坊开
始进入熔喷布的生产领域，这些小作坊散布在

全国各地。扬中整顿后，这些作坊又
转移到了安徽、江西、山东等各地。

随着扬中等地方政府加大对生
产端的整顿，以及公安部门对于非法
倒卖的打击，熔喷布市场秩序有望尽
快回归理性。但面对熔喷布正规货
源不足，特别是中小企业“拿货难”的
问题，也还需要有更多的政策引导。
像熔喷布设备制造目前就仍是难题，
或可加大相应的市场支持力度。堵
住“偏门”，开设更多“正门”，市场秩
序和防控物资供应或才能双赢。

（摘自澎湃新闻）

花色是植物长期进化的结果，是由基因决
定的。鲜花花瓣细胞中含有花青素、类胡萝卜
素、叶黄素等主要色素，在不同细胞液 pH 值
下，这些色素会让花朵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例
如，如果花瓣细胞中的色素以花青素为主，那
么花朵的颜色一般在红、紫、蓝3色之间变化；
以叶黄素为主的一般呈现淡黄或黄色；以类胡
萝卜素为主的则在黄、橘红色之间变化。

科学家发现，在植物花朵含有的色素中，
类胡萝卜素比较稳定，并不会对酸碱做出什么
指示性反应，因此含类胡萝卜素多的花能够稳
定显示出黄色与橙色。但花青素就很不稳定，
自然界鲜花颜色丰富多彩与它的这一特性密
切相关。

花青素是形成鲜花色泽最主要的色素，对

酸碱度很敏感。例如，在不同的细胞液pH值
下，花青素的显色结果不同。在pH值呈酸性
时，它会变成红色，酸性愈强，颜色愈红；在pH
值为中性时，它呈现紫色；在pH值呈碱性时，
它会变成蓝色，碱性较强时，则变成蓝黑色。

此外，有些植物的花青素在不同光照、温
度、土壤等环境下也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应
和变化。这就导致了有些花的颜色会一日三
变，如牵牛花的花瓣在清晨是粉红色，之后会
变成紫红色，最后变成蓝色。

花朵缤纷的色彩还有其他的意义吗？通
俗地说，为了活下去，繁衍后代。花是植物繁
衍后代的一个特殊器官，花的颜色是引导昆
虫、鸟类甚至一些动物的标志之一。从科学意
义上来说，植物花的颜色是其与授粉动物之间

极为重要的信息媒介之一。
一朵花生成某种颜色，往往与能感觉到这

种颜色信号的昆虫有关。例如，蜜蜂、黄蜂偏
爱粉红色、紫色和蓝色；蝇类和甲虫喜欢暗黄
色；夜间活动的蛾类对白色敏感；蝴蝶识别红
色的本领最高，在热带、亚热带，开大红花的植
物种类较多。

同类昆虫对不同颜色的感知也存在区别，
它们通过各自的感知办法，认识自己喜欢的花
朵，在采蜜的同时帮助花朵传粉，完成大自然
中的物种协同进化过程。而通过对不同花色
的感知和偏爱，不同种类的昆虫也会避免对同
一种植物花蜜的竞争，这也被称为不同物种

“生态位的分离”，从而使得各种生物都能够较
好地生存下来。 （摘自《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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