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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医疗费用及有否后遗症，光是病人安危

足以让家人操碎心。再如：“我们都没病，

用啥公筷。”我说，看表象怎能发现潜伏的，

或者暂时被免疫力克制的病毒呢？ 

使用公筷就可避免传染了吗？当然不

是。要知道微生物能够在人体皮肤表面存

活，用餐前后不洗手或洗手不彻底，照样

有可能发生万一之状况。我家孙女抱抱和

孙子添添喜欢玩水，如何将之乐趣与“内

外夹弓大立腕洗手法”融合，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文明习惯造福万代可不是吹吹就

能成的。

合餐使用公筷公勺，不是“嫌弃”或“被

嫌弃”。能够在合餐中悠然自得地使用公

筷公勺，是文明底气使然。

默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启用此功能，

尽可能以我对菜肴的了解和理解，鼓动客

人自己取菜。聚餐时，每一菜附加一双筷，

每一汤附加一把勺是公筷公勺理想的使用

形式。杭州疾控中心专家的实验结果显示，

同样的用餐人员、同样的菜肴，使用公筷

与不使用公筷用餐，在剩余菜肴中检出的

菌落总数，最高竟相差 250 倍。可见，不

用公筷的话，筷子就成为细菌和病毒的重

要传播通道。阻断病原微生物传播，是公

筷公勺使用的显意；分清公私、文明用餐

是设立公筷公勺的隐意。

既然文明在回应挑战中产生，那么一

定不能小看传统思维对新生事物的影响。

比如：“有病不怕，可治。”我说，且不

悠然自得用公筷

新冠疫情之前，传统合餐制已是幽门

螺杆菌传播的虫洞，带菌者看似与常人无

异；如今，判断新冠无症状感染者又成难题。

我觉得，除了增强人体免疫力，使用公筷

公勺同等重要。

记得小时候随父母做客，主家大人热

情过度，我的饭碗里总有吃不完的菜，特

别看到夹菜前呡筷的举动，可知我内心的

阴影面积，更勿论老人咀嚼后喂食小毛头

了。今忆往事，岳父一直走在时尚前面，

吃饭时岳父另用一双筷子夹菜在另一只

碗，独自享用，几十年如一日，着实不简

单。

公筷公勺由来已久，不过一直局限在

主人和副主人为宾客添菜的功能上。我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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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封城时经常过境武汉

“90 后”姑娘唐娟芳家在江苏吴江，

工作单位在上海。她是一名高铁列车长。

她的班组这一年多来，一直值乘上海经武

汉到长沙的线路。这不，自武汉解封以来，

她又回到此前的节奏——吴江、上海、武汉、

长沙，周而复始。

此前一段时间可不是这样的。今年 1

月 23 日，她值乘的途经武汉站的 G1772 次

列车于早晨 6 点 47 分驶离虹桥站，唐娟芳

巡视车厢的工作增加了一项内容——看乘

务员和旅客口罩戴好没有。“手套戴了吗？

把袖口一起塞进去。”“口罩鼻翼上沿扣

紧了。”她一句句叮嘱乘务员。

8 点 30 分列车从南京南站开出不久，

乘务员用对讲机请她到 4 号车厢去。到了车

厢，众多旅客质问车长。有的说，今天武汉

封城，这趟车不许停靠武汉站也不能上旅

客！有的一个劲嘟囔怕被传染。面对旅客的

惊慌，早有思想准备的她回答说：“各位叔

叔阿姨、兄弟姐妹不要惊慌。今天武汉站没

有旅客上车。现在车上有部分支援湖北的医

务人员和防疫用品要在武汉下车。我们在列

车上做好各项消毒和测温工作，望大家放

心。”逐渐安抚了旅客情绪。11 点 11 分，

列车到达武汉站，站台上没有旅客上车。列

车启动后，4 号车旅客表扬了列车长。

当晚回到虹桥站下班，再乘车回吴江

家中已近夜里 11 点。第二天上午，社区民

警和居委干部上门调查询问，她一一作答、

登记。为了不把一丝危险带给家人，她选

择独自居住与父母隔离。母亲脚伤开刀后

复发不能去照顾，只能通过手机视频问候，

她心中充满愧疚。

隔离结束，她从吴江来到车队，继

续跑通过武汉的高铁，并协助装卸防护服

8000 多套。4 月 8 日武汉解封，她又一次接

乘 G1722 次。仍是抗疫期间，唐娟芳组织

乘客尽量分散乘坐，向旅客讲解口罩佩戴

标准，看到有老人口罩戴反她会上前指导

帮忙戴正；遇到有小朋友口罩不合尺寸的，

她就拿出备用口罩临时改装，还在口罩外

层画个小兔子，小朋友就欢喜地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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