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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胡新桥 刘志月

  中建三局沌口片区六村综合改造项目还建工程1#、2#地

块项目（以下简称中建三局沌口六村还建项目）工地是湖北武

汉本轮输入性疫情的源头，与江苏淮安某旅游团关联。

  8月5日晚，在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市卫健委副主任彭厚鹏公布了这一消息。

  根据此前公布的信息，截至8月5日19时，武汉发现的15例

确诊病例、20例无症状感染者均与中建三局沌口六村还建项

目工地相关。8月4日、5日，湖北荆门高新区·掇刀区先后发现3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中建三局沌口六村还建项目工地

工作人员，系江苏淮安旅行团关联病例。

  这意味着，目前湖北已有38个病例与中建三局沌口六村

还建项目工地有关。

  受访专家呼吁，要警惕工地等人员密集场所成为疫情传

播破防点，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严格落实“四方责任”

（指属地、部门、单位、个人的责任），将疫情输入后的传播风险

降至最低。

入职4天后确诊

  本轮疫情，仍在扩散。这次破防的是已经400多天没有过

本土确诊病例的武汉。

  武汉这次疫情的来源，要追踪到7月27日曾在荆州高铁站

停留的江苏淮安某企业组织的旅游团。该旅游团从张家界游

玩结束后经荆州高铁站返程。7月28日，该旅游团发现阳性感

染者。

  由此，荆州高铁站成为重点排查区域。武汉本轮疫情的首

例确诊病例就是在这轮排查中发现的。

  8月1日晚，武汉经开区在排查中发现，在中建三局沌口六

村还建项目工地上班的唐某曾于7月27日17时11分乘坐动车

D5816从荆州到武汉，在荆州高铁站候车时与该旅游团的活动

轨迹存在交集。

  8月2日上午，唐某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为阳性。官方通报

称，该病例的样本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为新冠病毒德尔塔型，且

与江苏本轮本土疫情毒株高度同源。综合流行病学调查和基

因测序结果，可以确认该病例是江苏淮安某旅游团感染者的

关联病例。

  按照官方公布的唐某活动轨迹，他于7月27日18时43分到

达武汉，乘坐地铁2号线到达光谷广场，打车到位于洪山区南

湖大道的政院小区并留宿一晚；7月28日，打车到武汉工程大

学东区公寓，后又打车到江岸区江汉一路一螺蛳粉店进餐，再

乘坐地铁6号线到江城大道站下车，之后转乘公交于17时7分

到达武汉经开区万家湖社区附近中建三局工地。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7月28日新入职中建三局沌口六

村还建项目工地工作前，唐某一直不在武汉。

  8月4日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武汉经开区管委会副主

任晏冠亮透露，发现唐某情况后，该区疾控中心、区住建局立

即对工地现场进行管控，人员不出不进，安排消杀队伍按照终

末消毒标准对工地生活区、公共区、食堂、卫生间、宿舍楼栋进

行消杀，并连夜将该工地1000余名工作人员作为密接者全部

集中隔离，开展流调、核酸检测。

失守的建筑工地

  中建三局沌口六村还建项目工地，位于武汉经开区万家

湖路，占地面积约270亩，建筑面积约80万平方米，常驻工地施

工人员1800余人。

  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该项目工地有宿舍楼22栋，共440间，集中住宿1118人，首发病

人唐某居住在7-204房间，4人与其同屋居住（均检测为阳性）。

  8月3日，《法治日报》记者探访过位于万家湖社区C区附近的中建三局沌口六村还建

项目工地。项目部大门与万家湖社区C区进出口同处一条路，地图显示两者直线距离250

米。项目部大门一侧设有请出示健康码的提示和帐篷，但帐篷内无人值守。

  《法治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中建三局沌口六村还建项目的项目部内有活动板房，

部分衣物晾晒在外。一活动板房外，吃剩的米粉等生活垃圾散落一地。活动板房内，4张

上下铺高低床上空无一人，地上散落着拖鞋、绳索等物品。

  一张A4纸打印的《公告》张贴在中建三局沌口六村还建项目的项目部一推拉门上。

《公告》称，因疫情防控要求，中建三局沌口六村还建项目全员必须重新核酸检测。

  《公告》要求，2021年7月27日后，未重新核酸检测人员，请速电话联系有关人员安排

检测。

  《法治日报》记者在现场未看到工人施工，宿舍区也未能碰到工人。

  8月5日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彭厚鹏指出，中建三局沌口六村还建项目“工地人

员密集、食宿集中，容易产生聚集性感染”；该工地现场1232名工作人员已全部作为密接

者集中隔离，开展流调和核酸检测。

  “对活动轨迹与该工地有过交集、有过业务往来的相关人员，仍在开展深入排查。”

彭厚鹏透露。

减少防控薄弱点

  入职前，唐某是否提供了核酸检测证明？其在被发现核酸检测阳性前是否有异常症

状？工地方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工地方在本轮疫情中是否存在漏报

瞒报情况？

  为了解上述情况，《法治日报》记者联系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张

颖，其回应称“一切以政府通报为准”。

  8月5日0时57分，“武汉发布”微信公众号推送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

（2021年第2号）。

  通告称，请于2021年7月28日17时至8月2日24时期间到过中建三局沌口六村还建项

目工地或与该工地员工有过接触的人员，或收到“您可能到过武汉经开区沌口街道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所在区域”短信提示的人员，于8月5日前务必到所在社区或单位报告，配

合做好健康管理工作。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湖北省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邢学森认为，武汉本轮疫情再次提

醒我们，人群聚集的工地等场所是新冠病毒传播扩散的重要场所，要全面做好人群密集

场所的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严格落实“四方责任”，将疫情输入后的传播风险降至最

低，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石超明认为，武汉本轮疫情发生有偶然性，均

为江苏淮安确诊病例的关联病例，但从另一个方面也显示出工地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

防控薄弱环节，特别是在工人集体宿舍、工地食堂等管理方面存在短板。

  有不愿具名的专家指出，很多建筑工地存在分包、转包等行为，务工人员流动性强、

与公司之间常是松散的劳动关系，管理上可能会存在“空白点”，容易成为疫情常态化防

控的破防点。

  截至8月4日24时，武汉市累计对63个小区、11个工地实行封闭管理，实行人员“只进

不出”，严格限制人员流动，迅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筛查阳性病例、排查无症状感染者。

  石超明建议，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地方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工地等可能存在疫

情防控薄弱环节场所的督导检查；企业、单位等也应加强内部人员的管理，特别是加强

对有可能会产生集聚场所的管理；同时，要把好外防输入的第一道关口，对机场等高度

敏感场所加强管理，这是最小成本、最高效率的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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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玩手机精神焕发
一提作业萎靡抗拒
中小学生暑期沉迷网络现状调查

  ● 暑假期间，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成为令很多家长头疼的问题

  ● 长期沉迷于电子产品，会直接导致注意力下降、学习成绩下滑。此外，未成年人正

处于身体快速发育时期，过早或较长时间接触电子产品，极易影响孩子身体发育

  ● 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网络的同时，家庭、学校也应该采取措施来帮助孩子形成

自主性，以防其因自制力差而掉入网络成瘾的陷阱中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杨轶男

  又是一场追逐战。拿着手机跑在前面

的是4岁的女儿莹莹，她嘴里念叨着“就看

一会儿”，妈妈岳彤则在后面追，想要把她

的手机夺下来。这样的场景每天几乎都要

上演5次以上。

  岳彤发现，莹莹在两岁时便会用手

指滑动手机屏幕，最开始只是看一些照

片和视频，现在已经会玩一些简单的手

机游戏。在岳彤看来，这犹如开启了潘多

拉魔盒，“上了一年幼儿园小班，好不容

易快戒了平板电脑，可一放暑假就又打

回了原形”。

  “暑假期间，孩子吃饭、上洗手间、睡

觉前都离不开手机。我们提醒她一次，她

就把手机放下一会儿，然后趁我们不注意

又偷偷拿起来了。”北京市民吴先生也向

记者抱怨，她读四年级的女儿每天都把注

意力放在手机上，对于手机和网络以外的

事情漠不关心，亲戚来家里串门也爱理不

理，“我准备请假带孩子到北京郊区玩几

天，希望能有所改善”。

  暑假期间，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成为令

很多家长头疼的问题。随着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兴起，互联网触角无处

不在。伴随移动互联网成长的孩子们日渐

养成了“不移动”的生活方式，不少人的课

余生活基本都在电视、电脑、手机等不同

屏幕间切换。

  如何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网络，预

防中小学生沉迷其中已成为迫在眉睫的

问题。近日，《法治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

调查。

长期沉迷电子产品

影响孩子身心健康

  “管不住，根本管不住！只要让玩手

机，她饭都可以不吃。”河南省正阳县幼儿

园中班学生家长刘颖（化名）一边安抚因

为想玩手机而正在哭闹的女儿涵涵，一边

摇头叹息，“平时上学还好，这一放假，玩

手机玩得更疯了，不给玩就哭，真的是一

点办法都没有”。

  在计算机行业工作的焦海却不这样

严格。她的儿子从两岁便开始玩父母的智

能手机，当他可以拿得动iPad时，其他玩具

都黯然失色。儿子通过App学会了唐诗、成

语、三字经。有一天，儿子突然对着屏幕唱

起了“小燕子穿花衣”。“这个暑假我已经

给他开始上录播类型的网课，效果不错。”

焦海说。

  在我国，像这样的“小网虫”已成为互

联网大军的重要成员。《2020年全国未成年

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

未成年网民规模连续两年保持增长，2020

年已经达到1.8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94 . 9%。超过三分之一的小学生在学龄前

就开始使用互联网，而且呈逐年上升趋

势。随着数字时代发展，孩子们首次触网

的年龄越来越小，手机沉迷低幼化趋势也

越发明显。

  使用时间过长、频率较高以及使用电

子产品时表现异常兴奋，是未成年人沉迷

电子产品的主要表现。不少家长向记者反

映，孩子一玩手机，便精神焕发，但一提到

学习、写作业，便精神萎靡，十分抗拒。

  在问到涵涵最常观看的内容时，刘

颖说：“一般看动画片比较多，还有就是

刷短视频平台上那些唱歌跳舞、动物类

的短视频。”

  据了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对于电子

产品的使用略有不同，聊微信、玩游戏、看

小说等门槛较高的娱乐项目，主要受众大

多是中高年级的学生。

  正阳县高级中学班主任孙梦介绍，

在她的班上，至少三分之二的同学长期

随身携带手机，或有过携带手机出入校

园的情况，“玩手机的学生中，大多是在

网聊、玩游戏或者追剧，用手机来学习的

基本没有，认真学习的同学也基本不带

手机。”

  近日，有媒体记者在拥有467名家长

的“昆明市家长联盟”QQ群里调查发现，

389名参与回复的家长中，近九成表示自

己的孩子暑假期间迷恋电子产品，且多数

为小学生、初中生；只有不到一成的家长

称自己的孩子基本不玩，但前提是家长有

大把时间带孩子出门旅游，或者孩子的时

间已被补课占满。

  采访中，不少孩子称，使用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是正常的生活、学习方式，如果

自己不用会落伍，且暑假期间玩手机、电

脑的时间比平时多一些，对学习也不会有

什么影响。

  但在受访的老师以及家长看来，未成

年人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长期沉迷于电子

产品，消耗较多学习时间以及个人精力，

会直接导致注意力下降、学习成绩下滑。

此外，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快速发育时

期，过早或较长时间接触电子产品极易影

响孩子身体发育。

  孙梦告诉记者：“因为学校老师管得

比较严格，学生们只有在晚上放学后才

有时间玩手机。我在查寝的时候经常发

现，半夜一两点还有同学不睡觉，在被窝

里偷偷玩手机，第二天上课萎靡不振。时

间一长，孩子的身体和精神上都容易出

现问题。”

  此外，家长还担心孩子在网上接触暴

力、色情等不良信息，更害怕孩子受人诱

骗，被人怂恿参与违法行为。

家长缺乏引导监督

孩子难免耳濡目染

  “你又在玩游戏了，能不能陪我说说

话？”采访中，记者偶然看到两名10多岁

的孩子一高一矮坐在小区花坛旁，其中

一个正全神贯注地把玩着比他手掌大

一些的智能手机，另一名小女孩为此抱

怨道。

  而坐在一旁的奶奶告诉记者，孩子平

时就爱玩手机，放暑假后更是毫无节制，

“孩子的爸爸妈妈平时都爱玩手机，大人

都这样，更别说孩子了”。

  对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

研究所所长孙宏艳深以为然：“我们常常

会看到，家长用手机小游戏逗孩子玩，用

手机给孩子拍小视频，甚至有些母亲一手

给孩子喂奶，一手还拿着手机刷朋友圈。

环境如此，孩子难免就会耳濡目染。因此，

上网低龄化在所难免。”

  《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

况研究报告》显示，部分家长对于互联网

的理解和使用较为初级，在引导和监督孩

子方面存在障碍。此外家长自身对于互联

网也存在依赖心理，很难为未成年人作出

良好的榜样。

  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有的家长将电

子产品视为某种意义上的“电子保姆”。

  北京市民常海上幼儿园的儿子放暑

假了，虽然不用每天接送，但她一点儿不

轻松。从事广告业的常海虽然不用到单位

打卡，但需要每天用电脑完成各类文案。5

岁的儿子在家黏着妈妈，一会儿在她腿上

爬上爬下，一会儿伸手和她抢键盘，工作

效率低下的让她几乎崩溃。为了让儿子尽

可能不影响自己工作，常海在iPad里下载

了各种游戏和动画片，递给儿子玩。没想

到这招效果还“不错”，儿子抱着iPad一玩

就是两三个小时。

  把孩子扔给“电子保姆”的家长大有

人在。北京市民杨丽说，她和爱人工作都

很忙，没时间带孩子，夫妻俩发现，只要把

游戏机、手机给女儿，就能换来好几个小

时的清静，“女儿只要捧着手机，就能安安

静静的”。

  “等后来我们发现有点过头了，已经

晚了。孩子现在才一年级，已经是个小近

视眼。而且她现在随时都会自己去找家里

的电子产品玩，有些依赖性了。”杨丽说。

  作为独生女的涵涵，父母因为工作繁

忙，平时不能一直陪伴在她身边。在放学

后、周末、暑假等不上学的时间，手机便成

为涵涵最好的玩伴，她每日玩手机时间近

3个小时。

  “爸爸妈妈都在玩，那我也要玩。”采

访过程中，涵涵说出的这句话，让刘颖有

些尴尬。“确实，我们玩手机的时候，基本

上没有回避过孩子，可能无形中也给她做

了不好的榜样。”刘颖坦承，自己作为父母

确实没能给孩子做出正确使用电子设备

的良好示范。

  在谈到如何引导和监督孩

子使用电子产品时，刘颖表示：

“孩子还太小，讲道理也不听。

我们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实

在管不住就打一顿。”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通过

“打孩子”来阻止孩子玩手机的

家长不在少数，甚至有家长表

示，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棍棒

教育”是很有效的。“我们家孩

子今年3岁半，之前也是玩手

机，后来我和她爸爸一起狠狠

打过她几次，从此之后这个问

题就解决了。表现得好，每天可

以奖励玩20分钟的手机或平板电

脑；不听话的话，那就再打一顿。”岳

彤说。

  除了家长引导和监督上存在问题之

外，孙梦还表示，家长对孩子缺乏关爱，与

孩子之间交流较少，也是导致学生沉迷于

电子产品的重要原因，“我们班很多都是

乡下来的孩子，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很少

与孩子交流。孩子们缺少关爱，就容易通

过电子产品来寻找精神支柱。”

引导正确使用网络

避免接触不良信息

  “其实只要家长帮孩子把好关，互联

网也没有很可怕。”幼儿园小班学生家长

刘凯说道，“我家孩子虽然也看手机，但

是看的都是一些健康的幼儿教学节目，

现在还会很多英语单词呢。”

  近年来，线上教育发展迅速，尤其是

疫情期间，网课很好地帮助广大中小学生

实现了“停课不停学”。通过互联网进行学

习、利用暑期线上培训课程、上网收集资

料完成功课等已成为未成年人使用电子

产品的重要用途之一。

  “家长自身要以身作则，毕竟父母是

最好的老师。”高二年级学生家长杨先生

说，“只要孩子在家，我们基本上都不会玩

手机，至少会回避孩子，会尽可能减少对

手机的依赖，言传的同时也需要身教。”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

晖看来，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网络的

同时，还要培养孩子的自主性，给予未成

年人更多自主发展的空间和时间。“要让

学生认识到自己是能够主宰自己周围的

环境的，要明确人生目标。家庭、学校也

应该采取措施来帮助孩子形成自主性，

以防其因自制力差而掉入网络成瘾的陷

阱中。”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认为，从家

庭的角度来说，家长应限制儿童使用网络

的时间。“孩子上网的时候，家长应该在家

里的电脑或其他电子系统上设置过滤平

台，或者大人和孩子使用的电子产品分开

用不同的界面，让孩子进入的界面里尽量

避免一些成人内容等。同时，也要根据孩

子不同年龄阶段对其进行教育，让孩子远

离那些不适合儿童生理或者是认知水平

接触的内容。”

  不过，家长们似乎也有苦衷。“目前，

在社会范围内‘引导儿童安全上网’本身

就是一句空话，又如何能让家长‘引’之有

理，‘导’之有据？”刘颖说得很无奈。

  在很多受访家长看来，研究分析互联

网中哪些是孩子成长离不开的“利”，哪些

是必须除掉的“害”，这是作为源头的互联

网技术和内容提供者的重大责任。

  对此，王四新表示认同：“平台服务商

可做的内容很多，比如建立未成年人绿

色上网空间，禁止年龄过小的儿童进入

到成年人的游戏平台，还可以在后台监

测不同的数据，对青少年上网的动向要

及时采取措施。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公共

场所也需要采取避免青少年接触不良信

息的措施。”

  以快手为例，在今年暑期，快手在青

少年模式内增加了学龄前年龄选项，引

入近千集优质动画片内容，丰富青少年

模式内容池，吸引更多孩子观看。另外，

快手计划在暑期背景下开设《护苗在线

说——— 暑期安全季》直播专栏，持续邀请

政务机构、专家学者围绕暑期消防安全、

交通安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网络安

全、青少年防诈骗等方面进行直播活动，

普及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知识，保障青少

年暑期安全。

漫画/李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