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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工作的唯物论与辩证法
——只有尊重科学才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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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新型冠状病毒所导致的疫情已被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内的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这场事

关人类生命与健康的阻击战硝烟未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痛定思痛，举一反三。疫情防控救治工作中的许

多现象和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用科学的思维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认真总结，目的是为

了尽快打赢这场战役，更主要的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 防患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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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pidemic caused by COVID-19 has been highly concer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cluding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This is an ongoing battle for human life and health. We should always 
remember and learn lessons from the past, which could be promoted to all over the country, even the world. Many 
phenomena and problems in the work of epidemic prevention, control and treatment are worthy of our deep reflection. 
We should use scientific approach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o make a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summary. The purpose is 
to win the battl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avoid repeating the same mistakes and prevent pestilence 
before it happ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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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非典”所导致的疫情让我们猝不及防

似乎还情有可原，毕竟那时不仅认识不足、经验欠

缺、物资匮乏、条件有限，更主要的是包括卫生系统

防控救治能力建设等各个方面与今天相比都有很大

的差距。吃一堑，长一智，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

但这次突如其来、仍在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又

给我们上了一课，这似乎让人多多少少感到有些意

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痛定思痛，举一反三。疫

情防控救治工作中的许多现象和问题值得我们深刻

反思，实事求是地进行认真总结，目的是为了避免重

蹈覆辙，防患未然。

 厚积薄发，时势造英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毋庸置疑，非常时期所展示的能力是平时日积月累

历练养成素质的集中体现。问题的出现虽然是多种

因素造成的，但归根结底还是认识和管理问题所致。

如果决策层不审时度势，当机立断；管理层不恪尽

职守，求真务实；执行层恐怕就要防不胜防，无所适

从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兵窝窝一个，将窝窝

一群”的由来。对于决策者或管理者而言，你可以

不会做饭，但你一定要知道谁的饭做得好吃。好吃

不好吃，关键在两点：一是知人善任，二是明辨是非。

 对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救治工作而

言，首先是要明察秋毫，一叶知秋。对疫情始发病例

和初期阶段要有相应的敏感度及判断力，防患未然，

防微杜渐，力争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其次是防护

到位，处置得当。与其他疾病不同的是，传染病具有

传染性，特别是能通过呼吸道传播的疾病最容易传

播且最难以防范，因此必须要防护到位，以防同归于

尽或得不偿失，“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再次是众

志成城，形成合力。当疫情开始扩散时，必须采取果

断措施，及时建议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实施

管控，充分发挥体系优势、行业优势和专业优势，下

好全国一盘棋，以防疫情蔓延成燎原之势。特别强

调的是，对新发传染病疫情不以为然或试图掩盖，都

是徒劳和错误的，因为“纸里包不住火”，其后果是

事与愿违，所付出的代价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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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有不测风云”，疫情的暴发与发展往往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平时不愿

意多花一分钱，一旦疫情暴发就要把多年的欠账补

回来。古往今来，人们往往宁愿花钱买教训，却不愿

花钱买经验。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喊了多少

年，到头来还是被动挨打……《孙子兵法》云：“百

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

也。”我们即使永远不打仗，也要维持一支与防御需

求相适应的武装力量。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也是同样

的道理。

 存在决定意识，认知改变行为。从国家或行业

层面统筹兼顾考虑，做好疫情防控与救治工作显然

需要统筹规划，要对现实需要、发展需要和可能性、

可及性以及非同寻常的特殊性有科学合理的预判。

如果我们不能料事如神，就老老实实地做好“以不

变应万变”的准备工作，不要心存侥幸。纵观传染

病所致的人类疫情发展史，世上没有一方净土和世

外桃源，“非典”和“新冠”的相继出现更需要我们

重视这一点，以临战姿态和连续作战的精神迎接不

可预期的挑战。把准备工作尤其是基础设施、基本

装备和应急物资储备等基础性工作做到尽善尽美、

万无一失。

 有道是事不过三，从“非典”到“新冠”，给我们

的经验教训刻骨铭心。亡羊补牢，时不我待。“时间

就是生命”“时刻准备着”“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是

说说而已，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大话空话，而是需要扎

扎实实、未雨绸缪做好的各项准备工作。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每一步，千万不

要弄虚作假、自欺欺人，只有这样才能“不忘初心，

不负韶华”。否则病毒一旦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是

绝不会“温文尔雅、心慈手软”的。

 特殊时期采取非常手段来控制疫情无可厚非。

但屡禁不止的形式主义消耗浪费了多少精力和资

源值得重视。依法防控、群防群控的基础和前提是

科学防控，只有紧张有序、有条不紊才有可能事半

功倍。对公众宣传要使公众达到适度紧张、略有

“恐慌”，才能形成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意识；在阻

断疫情方面，要考虑封城断路和公共交通停运所带

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行动不便又需要就医的非疫

情患者，以及随之而来给“120”为主体的院前医疗

急救体系所带来的呼救增量的压力，要用统一模版

和统一口径不厌其烦地做好宣传告知工作；上上下

下要弄清居家隔离与居室隔离、全家隔离与一人隔

离的区别及意义……

 对新发传染病及突如其来的疫情进行科学分

析及准确研判，是专业技术与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

是专业化、预感直觉及多谋善断的有机结合。从

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启发式教育考虑，除需要掌

握应有的学历教育和业务知识外，很有必要好好

学学《矛盾论》 《实践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理

论，以此锻炼提高我们的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和灵

感思维，把直观浅显的感性认识上升到剥丝抽茧的

理性认识，有的放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及时发出

预警，筑起科学有效的安全警戒线，尽最大可能减少

由此所造成的损失。同时还要意识到，在这样一场

疫情中还需要像钟南山、李兰娟等已年过古稀的大

家亲自挂帅出征，既是我们的庆幸，也是我们的焦

虑。国家需要加速培养新一代年富力强、足智多谋、

堪当大任的专家群体，尤其是牵头挂帅的领军人物。

毫无疑问，无论是疾病预防体系还是医疗救治体系，

能力建设归根结底其核心都是专业队伍特别是业务

能力建设。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深入

系统地进行研究，那就是预案的科学制定与有效应

用问题。所谓预案是针对有可能发生的非常事件或

特殊情况所制定的应对计划和组织方案。“非典”以

后，特别是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以“一案三制”为核

心的包括卫生应急在内的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日趋完

善，成果丰硕。但为什么一有事发或事到临头仍然

是反应迟缓或束手无策？应急预案的作用为什么没

有按预期发挥出来？预案是否制定得科学合理？是

否反复学习和正确理解？能否结合实际科学应用？

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不断总结、持续改进、努力提高！

 最后强调，疫情过后除了大张旗鼓地宣传表彰

外，更需要我们深刻反思，为何在经历“非典”那场

浩劫后，我们在应对突发新发传染病疫情方面还要

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否则类似的场景说不定哪一天

又要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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