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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防控工作 
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生态环境部应急办主任赵群

英 3月 10 日说，根据近日国家卫

健委和生态环境部等部委联合

印发的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

理工作方案，到 2020 年底，全国

每个地级市都要至少建一个规

范的医疗废物处置设施。

在生态环境部当天举行的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赵群英介

绍，目前全国医疗废物、医疗污

水处理处置平稳有序，未发现因

疫情防控影响环境安全的情况。

医疗废物做到应收尽

收，及时处置。从全国来看，

医疗废物处置能力由疫情前

的 4902.8 吨/ 天，提高到目

前的 6022.0 吨/ 天，提高了

23%。医疗废物处置设施运行

负荷保持 50% 左右，医疗废

物能够得到及时处置。其中，

涉疫情医疗废物占比 20%

左右，能够做到日产日清。

疫情发生后，湖北省与

武汉市医疗废物量增加很

快。生态环境部指导帮助湖

北省及武汉市采取措施，快

速提高处置能力。湖北省的

处置能力增加了 2.7 倍，武

汉市增加了 4.3 倍，确保了

医疗废物的及时处置。武汉

市此前一度出现医疗废物

积存现象，最多时暂存库

中暂存约 190 吨，已于 3

月2日全部清运处置完毕，

至今已经连续一周多实现

医疗废物日产日清。

赵群英表示，虽然全

国医疗废物处置设施的

平均运行负荷率为 50%左右，但存在分

布不平衡的情况。有的地方持续超负荷

运行，有的接近满负荷运行。还有个别

地市没有医疗废物处置设施，靠周边地

市协同处置。

“全国医疗废物的处置能力和疫情

初期相比增加了 1100 多吨，这个能力

增加，主要来自移动设备和危险废物焚

烧设施协同处置增加；垃圾焚烧设施

也可以协同处置医疗废物。”他说，这在

应急状态下是可以的，但将来还要建

设规范的医疗废物处置设施。

近日印发的工作方案明确，到

2020年底，全国每个地级市都要至少

建一个规范的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到

2022 年 6 月底，全国每个县都要建

成从收集、转运到处置的完整体系，

彻底解决全国医疗废物处置能力不

足的问题，最终实现平稳、安全、可

靠处置。             （据新华社）

再提分餐制

云上自由行
蓄积旅游新势能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旅游业遭受重创。近日，

随着湖北以外景区陆续恢

复开放，借助“云”服务，实

现“自由行”，旅游服务商们

正通过多种线上线下联动形

式蓄积新势能，带动旅游业

复苏。

科技赋能“云”出游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3 月 1 日，布达拉宫首次

进行网络直播。一小时，100

多万人进入直播间实时观看，

相当于布达拉宫以往全年的

客流量。

布达拉宫为这次直播掏

出了“家底”，包括以往不开放

的金顶群、鲜少露面的馆藏经

书。布达拉宫管理处处长觉旦

表示 ：“数字化新方式营造了

更有互动性的参观体验。”

带全国游客看最“南”的南

海博物馆，穿越古老的良渚博

物馆……2 月底由阿里云技术

支持的线上游开播以来，中国

国家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苏

州博物馆等迎来 1000 万线上

客流。

投票选择展厅，想看什么

就看什么，线上游的火爆提振了

旅游业的信心。各家旅游平台纷

纷根据用户搜索、浏览、收藏、投

票等综合因素，建立起景区复苏

大数据分析模型，并整合多渠道

线上推介，发布创意内容营销，

实现旅游人气逐步回暖。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何建民

分析，相较于走进景区、博物馆，

“云看展”“云出行”要求展示不

能浮于表面，而应该带给观众新

知识、新收获，这将推动景区、博

物馆文旅深度融合。

景区景点提供“云”服

务，也为线下游提供

了数字化管理、营销

等一整套升级方案。

直播“种草”

慰藉观众放飞心情

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特

色餐厅、法国的民宿到菲律宾的

长滩岛，2 月底开始，来自全球

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旅行达人每

天带来数百场直播。旅游板块的

直播社区异军突起。

南京火熳旅行负责人陈曼这

些天带着团队在全球招募旅行主

播。短短一周时间，就筛选招募到

来自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70 多位主播。这些主播有在海外

当地的资深导游，也有形象口才

俱佳的留学生。

“这段时间不是在家做包子

馒头、远程办公就是陪儿子‘云上

课’，看了直播更深深感到‘世界

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上海白

领成玉婷最近迷上了看目的地直

播，挑选疫后出游目的地。

中国旅游研究院面向城乡居

民的专项调研表明，71.5% 的

受访者表示疫情结束后稳定一段

时间会外出旅游，20.7% 表示

疫情过去后尽快外出旅游。

“这显示出，支撑旅游经济

运行的市场基本面没有改变，疫

情过去，国内旅游消费存在触底

反弹的很大可能性。”中国旅游研

究院院长戴斌说。

用户和需求在，旅游业的希

望就在。不少旅行社表示，已经有

游客看完直播，迫不及待下单预

订疫情后的出游行程。

据了解，一些知名旅行品牌

正积极牵手主播

“带货”。例如，一家国际旅行商与

国内在线旅游平台合作的两场直

播，已完成上千万元的交易转化。

预售预约

锁定市场提振信心

疫情好转情势下，景区门票

提前囤购的趋势明显。

记者了解到，美团自 2 月底

联合景区开展门票特惠预售，已

吸引全国近 2000 家景区参与。其

中，主题乐园以及文化观光类景

区的打折预售票最受亲子人群青

睐，如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

观光票在该平台开售至今已卖出

超过 3 万张。

北京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她

已经买了北京南宫温泉水世界的

亲子套票。“女儿正上小学，特殊

时期的春游都取消了，现在趁着

有优惠先把票囤上，等疫情结束

带孩子转转，补回来。”

预售活动不仅让利消费者，

也为景区恢复运营积蓄能量。上

海海昌海洋公园总经理李绍君

说 ：“预售的形式可以帮助我们

对疫后客流做准确预估，为

健康有序开园做好准备。”

目前全国已有近 3000

家景区加入由中国旅游景

区协会组织的《中国旅游景

区防疫自律公约》，在疫情防

控不放松的同时，推动文旅

就业和消费复苏。

根据公约，景区将利用

大数据等技术，根据客流情况

实行网络分时预约。采用无接

触购票、无接触入园，消费者

线上购票后，扫码便可入园，

降低因现场聚集排队造成的

交叉感染风险。

3 月初，携程也推出旅游

复兴计划，联合上百个全球旅

游目的地共同投入 10 亿元复

苏基金，预计覆盖用户超 2 亿

人。预售酒店类“万店通用”产

品一次购买可以多个酒店预约

通用，过期免费退款 ；机票、度

假预售可享全额无损退订保障，

方便游客自主选择出行日期。

业内人士指出，通过产品预

售，可提前锁定用户订单，提振

旅游消费。
（据新华社）

疫情期间，分餐制再次进入

公众视野。事实上，倡导分餐制

早已有之，它曾于 2003 年“非

典”期间被很多餐厅采用，但很

快又销声匿迹。究其原因，餐厅

觉得成本高，增加了运营压力，

没有动力 ；消费者也不甚在意。

此次疫情，能否成为推广分餐

制新的契机，让其真正走入我

国百姓生活？

再次被提及推广的分餐制
近日，北京、上海、广州、

温州等多地发出分餐制、公

筷制或双筷制的倡议。世界

中餐业联合会向海内外中餐

企业和广大中餐消费者发出

《“培养健康饮食习惯、共创

中华餐桌文明”倡议书》，据

其介绍，目前已有 10 多个

省份的 200 多家餐饮企业

响应。

“合餐”是很多疾病发

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世

卫组织统计，食源性疾患的

发病率居各类疾病总发病

率前列，而在疾病的各类

传播途径中，唾液是最

主要的途径之一。事实上，中国是

乙肝、胃癌等肠胃疾病高发病率国

家之一，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好几双筷子在一锅汤里搅来

搅去，还有不熟的人过分热情给你

夹菜。”上海白领周仁表示，“沾上

别人口水实在让人难以忍受”，这

也是不少人的观点。

疫情期间，很多家庭开始践行

分餐。“做好菜后分到每个人面前

的餐盘里，不仅安全，还趁机治好

小孩挑食的毛病。”作为分餐制的

支持者，上海的安女士表示，她一

直想在家里推行，但家里老人“固

执”不同意，这次趁着新冠肺炎疫

情，彻底把道理讲通了。

火锅“潮界”负责人张正伟以

及粤菜馆上海新雅副总经理郑珏

介绍，疫情期间，针对堂食客人，

均会在用餐前提醒顾客“是否需

要分餐”。

而不少长期提供分餐服务的

企业也表示，近期明显感受到消

费者对分餐的需求在上升。南京

金陵饭店副总经理花艳告诉记

者，金陵饭店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

始全面实行分

餐制，“早些年国内消费者还不习

惯，如今宴会领域客人几乎全部要

求分餐，零点餐厅要求分餐的客人

比例也有 50%。”

分餐制推广难在哪儿
事实上，2003 年“非典”疫情

时，许多餐厅推出分餐制，北京、广

州、济南等城市也进行过相关的倡

导。然而不久之后，分餐制便不见了

踪影。

分餐制难推行，首先是成本

高。张正伟介绍，分餐制一般分两

种，一是消费者在餐桌上点单，然后

由厨师来分配制作好的菜品，一旦

菜品增多很容易出错，与顾客的沟

通成本也提高了 ；二是由服务员在

调理台或餐桌上布菜，但这样延长

了服务时间，提升了人工成本。合餐

制下，一个服务员可以兼顾两个包

厢 ；分餐制下，一个包厢可能需要

两到三个服务员。

另一方面，张正伟担心分餐对

菜的品质产生影响，“餐饮行业内

有一句话，一烫顶三

鲜。分成小份后，菜凉得快，可能影

响品质。”

“如果顾客没有需求，餐厅其

实没有动力主动进行分餐。并不是

商家不愿意做，很多商家考虑到上

述问题，就不敢做了。”张正伟说。

在消费者这边，则是“合餐”餐

饮传统已久，习惯难改。整鸡整鱼的

做菜方式、讲究团圆的热闹氛围都

不适合分餐。更有不少人因为“面

子”不想分餐，怕亲人朋友间觉得

“生分”。　　

推行分餐制需形成“正循环”
未来如何推进分餐制？

对于餐饮业商户来说，首先要

解决的是，如何应对分餐后升高的

服务成本。

花艳介绍，在高端餐饮领域，

分餐制和公筷公勺一直较为普及，

服务费包含在套餐费用中。北京凯

瑞御仙都餐饮集团董事长行秀娟介

绍，集团自 2000 年成立以来，一直

推行分餐制和双筷制，收取一定服

务费被验证具有可行性，“我们推出

价位不等、以人为收费单位的套餐，

从菜品设计上实现了分餐。”

此外，多个商家认为，双筷、公

筷公勺等方式成本更低、操作也更

简单。“为了防止混淆，我们目前明

确区分了公筷和私筷的颜色。”郑珏

说。西部马华餐饮集团创始人马华

介绍，疫情期间，餐厅张贴了醒目的

标语要求消费者保持合理间距、一

人就餐，“未来我们也会考

虑线上粉丝营销、线下张贴标语的

方式去推广公筷制文化。”

“可以明确强制施行公勺公

筷，并加强对餐馆的巡检。”浙江

师范大学民俗学副教授宣炳善建

议，将此次疫情作为分餐制推广

的契机。

事实上，无论是采取收费分

餐服务，还是提供公筷公勺，其目

的都在于在全社会形成分餐的文

化。“消费者提出足够强烈的需

求，商家有动力不断改进服务，

才能形成一个正向循环。”张正

伟介绍。

近些年，随着分餐概念的

普及，菜品种类形式上已经有

所创新。“我们有四成左右的菜

品本来就是每客每份的，比如

中餐西做的牛排、煎鳕鱼、例汤

等。”郑珏说。行秀娟介绍，“不

少餐饮从业者开始‘出海’，这

其中要解决的第一步就是‘分

餐’，随着中餐的国际化，‘分

餐制’会越来越深入人心。”

“有人担心中餐的色、

香、味会被分餐制破坏，尤其

是‘色’。但我觉得如果分餐

制普及，餐饮文化肯定也会

随之演变创新，但始终一脉

相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

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刘

晓峰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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