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紧依靠群众，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 ： 坚持人民
当家作主， 发展人民民主， 密切联系群众，

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 是我国国家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 。 这
一制度优势， 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重要
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早在井冈山时期，

毛泽东同志就指出：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
战争， 只有动员群众， 才能进行战争 ， 只
有依靠群众， 才能进行战争。” 这就是说：

人民群众是可以依靠的力量 。 正是因为如
此， 群众路线成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
线， 也成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 在革命时期
如此，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也是如此。

面对这次疫情大考 ，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准确判断疫情形势 ， 及时制
定疫情防控战略策略， 全面部署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 并明确提出了： 要紧紧依靠人
民群众， 坚决把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遏制住，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 总体战 、

阻击战。 把疫情防控看作是一场人民战争，

无疑是我们党在面对疫情大考而采取的重
要政治战略和策略， 这也就决定了 ： 要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就
是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 这次疫情
可谓是传播速度最快、 感染范围最广 、 防
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它对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 ， 是
一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 。 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 目前疫情防控
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 而疫情防
控工作取得的成效， 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分不开
的。 例如，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坚持
全国一盘棋、 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 、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等制度优势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都充分展现了力量。 可以看到 ， 在整个
防控疫情过程中， 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
统一领导、 统一指挥、 统一行动 ， 上至党
中央的决策部署， 下至基层党组织的坚强
战斗堡垒作用， 以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都汇集成了防控疫情的强大力量 。 武汉火
神山医院的建成、 全国医护人员的迅速汇
集到武汉、 各种医用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应
急保供、 全国人民的紧急动员 ， 等等 ， 都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的具体体现。

既然疫情防控是一场人民战争， 那么，

面对疫情， 就要动员人民群众 。 这主要包
括： 宣传和普及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
防治的相关知识， 介绍关于疫情防控的及
时信息等， 并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防
疫抗疫的行动中来。 这是因为 ， 理论是行
动的先导， 只有在广大人民群众有了对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科学认识 ， 才能化为他
们参与疫情防控的实际行动 ， 才能真正把
疫情防控变为一场人民战争。

当然， 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 ， 要做
好宣传和动员工作，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 可以看到， 在疫情爆发初期 ， 一方面
是因为疫情来势凶猛， 应急管理和救治措
施未能及时跟进， 应急管理和救治信息渠
道不够通畅。 所幸的是， 我们的应急管理
部门和宣传部门及时加大了宣传力度 ， 尤
其是提升了主流媒体网上传播能力 ， 及时

公开了关于疫情的各种信息， 公开报道了
医用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应急保供 ， 宣传
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 讴歌抗疫一
线的医务工作者、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 公
安干警、 基层干部、 志愿者， 尤其那些疫
情防控中的 “逆行者”， 同时， 通过思想工
作， 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心理辅导 ， 尽可能
做到疫情防控和人文关怀的统一 。 当然 ，

在疫情期间， 各种谣言制造者有之 ， 违背
公序良俗者有之 ， 拿鸡毛当令箭者有之 ，

发国难财者有之， 主流媒体对这些不良现
象甚至违法犯罪现象， 给予了及时的揭露
和批评。 所有这些对于化解广大人民群众
中间的焦虑情绪起到了积极作用。 可以说，

正是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 广大人民
群众自觉服从抗疫大局、 遵守疫情防控各
项规定， 也坚定了抗疫的决心和信心 ， 很
多人也体会到了 “宅在家里， 就是为防疫
抗疫做贡献”。 有了这样的认识， 就为疫情
防控工作成为一场人民战争奠定了群众基
础， 为早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良好
的社会条件。

既然疫情防控是一场人民战争 ， 更为
重要的， 就是要依靠人民群众 。 依靠人民
群众就是在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中汇聚旗
帜力量 、 凝聚群众智慧 。 在这个意义上 ，

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
之本。 正因为如此， “以人民为中心 ” 始
终镌刻在了党的旗帜上， 群众路线始终是
党的重要法宝。

依靠人民群众是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
基本力量。 要早日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

而且， 只有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疫情防控
工作中来， 疫情防控才真正转化为人民战
争。 可以看到， 疫情发生以来 ， 我们紧紧
依靠人民群众 ， 具体表现在基层 、 社区 、

工青妇等人民团体 、 各种社会力量 ， 所有
这些都投入到了疫情防控阻击战之中 ， 他
们以不同的方式贡献着人力资源 、 物质资
源和智力资源等； 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一个
联防联控、 群防群治的巨大而细密的网络
和防线， 从而有力地支援了疫情防控的人
民战争。 可以看到 ， 疫情发生以来 ， 不是
武汉一个城市、 湖北一个省的战斗 ， 而是
整个国家、 整个中华民族的战斗 ， 是整个
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战斗 。 国家并没有因
为疫情而 “停摆”，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责任 ”， 这句话并不仅仅是对党员干
部有效， 广大人民群众也加入进来了 。 除
了那些奋战在防控一线的党员干部 ， 还有
奋战在救治一线的医护人员 、 奋战在宣传
一线传递正能量的媒体人 、 奋战在科研一
线的研究人员、 奋战在生产一线的产业工
人、 奋战在物流一线的后勤保障人员……

实践证明， 正是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
和有效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才取得了积极
成效， 疫情防控阻击战才有胜利的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 “我们必须清醒
看到， 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 防控
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 。 这个时候 ， 必
须高度警惕麻痹思想 、 厌战情绪 、 侥幸心
理、 松劲心态， 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 ， 甚
至前功尽弃。” 这就告诉我们： 疫情防控阻
击战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 。 而要取得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最后胜利 ， 就必须坚持紧
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方针。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 上海科

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 、 华东师范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教授）

在疫情面前， 历史学家或许不能像医
生、 公共卫生学家和科学家那样站在抗击
疫情的第一线， 但通过向公共政策制定者
和社会大众提供既往的疫情信息， 人与疾
疫相互博弈的历史知识， 历史学者可以帮
助人们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理性的态度来
对待疾病， 提升社会整体应对能力。 从职
业与专业角度提供相关信息与资料， 是学
术研究者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和关怀。

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
战 。 古代病理学的研究结果明确告诉我
们， 疾病与地球上的生命几乎是同时出现
的， 它是人类文明前行中形影相伴的同道
者。 专家们在古生代的动物身上发现有龋
齿和寄生虫病。 在金字塔内封存了 4000

年的木乃伊身上， 考古学家就发现了寄生
虫病和梅毒的痕迹。 古埃及雕像中也有患
有脊髓灰质炎病人的形象。 可见， 疾病从
古至今都和我们 “形影不离”， 疾病的历
史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而复杂。

对 “流行病” 的讨论和记录最早可上
溯到公元前 400 年的 《希波克拉底文
集 》 ， 书中有两个章节是以 “流行病学
(Epidemic) ” 为标题的 。 《文集 》 分
析， 公元前 4 世纪希腊 “流行病” 与季
节、 气候和地理环境相关联。 作者考察了
历史上和同时代的大量病案， 对疾病的症
状、 治疗方式以及生存率等作了详细的记录。

希腊文用 “loimos” 来表示死亡率
高、 同时会侵染许多人的严重疾病， 类似
拉丁文的 “pestis”， 表示 “瘟疫”。 最
初中医典籍中采用 “疫 ” 来指称此类疾
病， 有 “疾疫”、 “瘟疫”、 “厉疫”、

“厉气” 和 “时行” 等词， 《释名》 曰：

“疫 ， 役也 ， 言有鬼行役也 。” 《说文解
字》 曰： “疫， 民皆病也。” 但 “疫” 最
初表示的只是流行病意思而非传染。 直至
明代 ， 医生吴有性在 《温疫论 》 指出 ：

“疫者， 以其延门合户如徭役之役， 众人
均等之谓也。” “疫” 才代表具有高传染
性的疾病。

流行病和恶性传染病不仅肆虐人群 ，

甚至会毁灭国家与民族。 公元前 430 年，

在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 发生了一场
大规模传染病， 结果导致雅典城邦全面溃
败 。 古代中国也同样遭受过无数次 “瘟
疫 ” 的袭扰 。 《三国演义 》 中有著名的
“赤壁之战”， 在正史中记载导致曹军战败
的原因也是瘟疫 ： “公到至赤壁 ， 与备
战， 不利。 于是大疫， 吏士多死者， 乃引
军还。” 历史学家根据历史文献和医案分
析有可能是急性血吸虫病、 疟疾、 斑疹伤
寒或是鼠疫。

历史上， 瘟疫的爆发对人类社会造成
了毁灭性的破坏， 让人类付出了惨重的代
价， 但与疫病的搏斗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
进步 ， 它使人类对新出现的疾病从 “未

知” 到 “已知”， 乃至现在我们科学家可
以做到对某些疾病的 “预知”； 教会人们
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 懂得
敬畏生命 ， 敬畏自然 ； 教育人们相信科
学， 不要迷信， 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才能找
到对付疾病的方法和药物， 只有科学能够
挽救人类生命； 推动国家完善公共卫生体
制和体系， 加强社会安全立法， 提升国家
治理能力水平 ； 启发医学家探究致病原
因， 研发针对性疫苗， 催生新的学科、 研
究领域和研究方法， 比如细菌学、 流行病
学的兴起、 统计学调查方法的广泛应用 、

人口普查和疾病谱的出现， 由控制霍乱而
形成的水资源控制和水质量监督管理、 疾
病研究的社会学取向等 。 正是基于这一
点， 以社会学、 地理学、 人类学和环境生
态学的研究方法探讨疾病的发生 、 发展 、

流传并拓展抗击疫病的新方法与新视路的
疾病史研究应运而生。 以往的历史学家忽
略了疾病对文明进程的影响力， 他们没有
充分认识到疾病的威力， 尤其对于普通民
众而言 ， 疾病破坏性更为显著 。 1860-

1864 年间， 德国医学家奥古斯特·赫希编
辑出版了 《历史地理病理学手册 》， 尝试
从宏观角度审视疾病的演化， 开创了疾病
地理学史的研究。 上世纪 80 年代， 英国
剑桥大学学者开展的人类疾病史研究指
出，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 病原体的进化发
挥了并现在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近几
十年来， 疾病史研究通过揭示各种疫病循
环模式的历史影响， 将疫病史纳入历史诠
释的范畴， 正在逐渐改变历史学研究对疾
病的传统认知， 并开拓出诸多新兴的研究
领域与方向。

疫情期间， 我正在进行中国科协 “老
科学家采集工程———闻玉梅院士” 项目的
收尾工作 ， 无意中读到这样一段史料 ：

1993 年闻玉梅在 《在上医文化研讨会上
的发言》 说到 “华山医院的翁心华教授 ，

他到现在还是看 20 元一人的门诊 ， 200

元的 （门诊） 他是不看的。 问他为什么 ，

他说传染病是穷人的疾病， 穷人才会来看
传染病。 他这个作风是从戴自英教授、 徐
肇玥教授那儿传承下来的， 并都一直保持
着。” 华山医院感染科 1955 年由戴自英
教授创始以来， 一直将社会关怀、 百姓服
务放在首位， 翁心华是现在抗疫明星张文
宏医生的博士生导师， SARS 期间就是翁
心华领着张文宏一起开展抗疫工作 。 因
此， 张文宏今天表现出所有的一切： 专业
知识、 科学精神和社会关怀都是有历史的。

此次新冠肺炎事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
连锁反应， 对理解历史上的疾病史和史料
解读不失为一个理想的参照物， 这可能就
是历史研究与现实关照之间的关系。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云， 人生而不能
无群，这里的“群”指的是人类的各种形态
的群体和组织。 这段时间因为抗击疫情大
家都“宅”在家里，对“群”的渴望想必非常
强烈， 对荀子的这句话也有了更为深刻的
认识和理解。 严复在《群学肄言》中以“群
学”一词翻译社会学，社会学考察的是“民
群之变端”，也就是群体、组织与结构之变，

从而掌握社会的脉动。从社会学的视角，我
们尝试对疫情之变提出如下三点思考：第
一， 新冠病毒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是如何传
播的？第二，我们是以怎样的社会机制来应
对病毒？第三，我们应该建设怎样的社会从
而可以更好地面对挑战？

一、流动社会的病毒传播
当代中国的一个显著的结构性特征就

是进入一个所谓的流动社会，人、资本、信
息和资源在城乡之间、 地区之间和国家之
间流动。线下+线上形塑了流动社会的基本
图景。 流动的社会，看似一切都是变动的，

却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社会学的一个
基本原理：人类社会是互相依存，正是人与
人之间的联结，形成了今天的全球网络。

病毒就是在这样的流动社会里实现
人传人的， 具体而言就是经过人类之间的
接触而进行传播的。从现有的病例看，病毒
感染有“成群结对”的特征：一类是关系亲
近，家人、亲朋好友、同事一起感染；一类是
空间接近， 大家坐一个电梯、 同逛一个超
市、 一个餐馆吃饭或在同一个医院看病问
诊而感染。 社会学的“小世界理论”提示我
们， 你与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的人之间要
联系起来很容易，换句话说，病毒可以很快
通过你的关系网络感染到。

病毒的流动与人员的流动有着同样的
时空特点。从空间上看，与重点地区之间的
人员往来更为密切的城市或地区， 病毒传
染的可能性就更大，病毒随着人流而来，所
以要“外防输入，内防扩散”。 从时间上看，

春节前后是人员流动最为频繁的时间，节
前是返乡团聚、 旅游观光， 节后是返城复
工、开学开业。这两者的汇聚就构成了新冠
病毒传染的时空模式， 这样的模式决定了
控制病毒的机制。

二、控制病毒的双重机制
病毒以网络的形式横向快速流动 ，纵

向的组织化不可能有同样的反应速度，因
此需要适应性地扁平化，诉诸基层和群众，

每个人都成为行动者，构成行动者网络，这
就是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 针对病毒传
染的“存量”和“增量”采取了围绕“流动”的
双重运行机制：抑制流动和增强流动。

控制病毒的继续传播， 需要 “抑制流
动”。 武汉封城、社区封闭、集中隔离、居家
观察，都是为了降低人员流动，控制病毒在
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减少“增量”。 社会减
速，就减缓了病毒传播的速度。这对于一个

流动社会而言，的确是极大的挑战。 阻隔病
毒起到了明显的成效。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

抗击疫情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就是要逐步
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这就需要在改变“暂
停”模式，在人员流动中阻隔病毒，因此需
要“有序流动”，适当增加流动的速度。

救治病毒感染者，需要“增强流动”。 短
短的时间内建立雷神山、火神山医院，靠的
就是人员、技术和资源的快速聚集，这样的
流动速度是令人瞩目的。 各地医护人员、物
资的“驰援”，无疑都是在与时间赛跑。 我们
的很多社会工作同事不眠不休地以线上+

线下的方式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社会
的加速， 就是为了加快患者的救治， 减少
“存量”，降低死亡率。

三、如何让社会更“有力”

疫情波及的范围之广， 无疑需要动员
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予以应对 ，“政府有
为”、“市场有效”和“社会有力”是面对任何
挑战的成功基石。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防控工作正有力
开展， 充分显现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优势。 市场有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很多电商、物流和互联网平
台担当了这样的责任。 “社会有力”包含三
层意思：活力、平衡和团结。

首先是活力。 一个社会的活力，就体现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每个人都是参与者，

大家捐钱、捐物或做志愿者，以不同的方式
组织起来积极参与抗击疫情。 很多社会组
织、 社会工作机构和基金会活跃在抗击疫
情的第一线，这是社会活力的体现。 一个充
满活力的社会，一定是每个人都愿意发声、

愿意参与、愿意反思的社会。

再次是平衡。 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社
会舆论对为官不为、胡乱作为、官僚主义 、

形式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现象都给予
了尖锐的批评， 这是社会自发形成的保护
机制。 社会所表达出来的力量是寻求平衡
过激的政策和措施， 这是为了更好地保障
“政府有为”和“市场有效”。 这样的力量不
能削弱，只能加强。

第三是团结。 我们看到了“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大国团结，但也要更加鲜明地
反对歧视和排斥。 一个社会越是在面对挑
战和困难的时候，就越是能看到其文明的
底色 ，我们要推进包容 、共享 ，减少排斥 、

隔离。

这次疫情提醒我们， 经济社会发展的
不平衡需要立即予以纠偏， 建设强而有力
的、 充满生机的社会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学人
和社会工作者应该为此作出更大的努力。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

理学院教授， 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

会政策研究院院长）

流动社会的疫情防控
■ 何雪松

疫病研究的历史诠释
■ 高晞

紧紧依靠群众，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 郝宇青

这是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

进行战争就要
动员群众

进行战争就要
依靠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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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居哲

新冠肺炎疫情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心
理上程度不同的影响。比如说，我们会恐
慌、焦虑、抑郁，甚至有些人感到愤怒。这
是疫情发生之后一种自然的应对反应。

面对疫情， 为什么不同人的心理承
受能力不一样？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长
久的历史进程中要面临周遭的规律性变
化，有些变化是可预期的，比方说生老病
死；还有突发性变化，比如说天灾人祸。

在应对过程中， 我们已经练就了一种称
为“心理弹性”的适应力。 它的实质就是
摧而不垮，甚至是遇挫弥坚。

高心理弹性者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核
心特点：对于变化的顺应能力非常好；情
绪调整能力较强；坚毅而乐观；拥有比较
好的计划能力和执行性。 这对我们怎么
提高个体的心理弹性， 促进疫情中的适
应和疫情后的健康成长， 有非常重要的
启示价值。

怎样提高心理弹性？ 我们给大家编
撰了一个心理弹性增进三字经：

一顺便。纳变化，重防范；管信息，隔

谣言；暂抽离，进心田。

巧用力。定计划，实现它；多阅读，看

名家；轻音乐，慢韶华。

在一起。绘本多，亲子乐；共怀旧，深

交流；说好话，疏烦忧。

多积极。思过去，念未来；惜当下，自

关怀；春寒尽，花盛开。

我们有四个层面， 来说心理弹性三
字经。

第一，“一顺便”。就是我们要顺应变
化，来接纳变化。

第二，“巧用力”。 疫情期间，人的掌
控感的丧失是影响到我们感受的很重要
因素。 定一个哪怕是小小的计划， 实现
它，就会感觉有一种掌控感。书籍可以为
我们提供更丰厚的人生启迪， 让我们既
能够感觉到人应当敬畏自然， 也能够感
受到我们是天地间非常幸运的一粒微
尘， 应对变化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当中
都要去做的一件事。听一听轻音乐，也是
一种非常好的疗愈的手段。

第三，“在一起”。足不出户让很多人
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 但如果我们
在这方面没有做好更多设计和想法，很
多人会有一种大眼瞪小眼的感觉。 所以
在这里提了三层想法：

“绘本多，亲子乐”。 在疫情发生之
后，青少年特别是年幼的儿童，更多时候
会通过过度的黏人来表达内心的情绪。

我们的团队研究发现， 如果父母在跟孩
子一起读绘本时， 在跟绘本故事的情节
相关联的地方， 设计一些片段化的小游
戏，包括拟声、一个动作，或是简单的角
色扮演， 对于我们的孩子都是非常好的
疗愈作用。

“共怀旧，深交流”。积极临床心理学
发现，怀旧是一种带有淡淡苦味的甜，会
让我们的心理获得一种超越感和厚实
感，而另一些研究发现，当我们在叙说过
去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是在整理自己的
过去， 这种整理过程它是一个个人统一
性获得的很重要的路径。 跟我们的家人
多做做这种交流， 其实不仅能够加深情
感，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获得对关系、对
个人、对家庭的更深度的认同。

“说好话，疏烦忧”。 我们发现，有一
些人出口不讲究，说话比较随意，动不动
就对对方进行评价。 家庭成员之间，该怎
么样让我们的话说得氛围好一些， 让我
们感受好一些， 同时真正获得这种关系
的支持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共克时艰。 有
八个字叫“好好说话，多说好话。 ”非常重要。

第四，“多积极”。 怀有积极的思维，

积极地面向未来， 积极地接纳过去，“思
过去、念未来、惜当下、自关怀。 ”我们相
信春寒尽了，万花一定会盛开。

在这段时间中，更要强调一种“神经
纪律”。 很多人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可能
比较休闲，这是一种行为暗示，久而久之
它会让我们因为这种状态而变得更加懒
散。 所以建议大家在家时，第一，发式要
整齐。第二，可以适当地穿一穿你的新衣
服。 第三，走路的时候，要大步流星往前
走。第四，要科学膳食。第五，我们要做适
量运动。 第六，要做充足睡眠，睡好我们
的身体免疫力， 就会能够保持比较好的
战斗力。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提高心理弹性
要念好三字经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 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方方
面面的影响。 如何打赢疫情
防控这场人民战争 、 总体
战、 阻击战？ 上海市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组织学者从哲学
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角度予
以分析， 回应社会关切。 今
刊发四位学者的观点。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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