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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轮替、冬至阳生，站在 2020 年
的岁尾回望，一个又一个社会热点事件
交织构成你我的共同记忆，拼凑出过去
一年的脉络图景。媒体的报道、舆论的
热议、专家的解读，不仅为我们打开了
一扇扇观察社会、感知变化的窗口，更
给这个极不平凡的年份写下了一连串具
体而微的生动注脚。

盘点 2020 年的社会热点，新冠肺炎疫
情是绕不开的话题。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
战役中，人们筑起一道道疫情防控的安全
屏障，也在不经意间重塑了日常生活方
式。这一年，我们关注健康码在社会治理
中的应用与发展，体验“云上生活”带来
的方便和快捷，讨论公筷制如何“夹”出
餐桌新文明，思考怎样帮助老年人迈过数
字鸿沟……可以说，正是在对社会治理方

式的探索研究中，在与社会新事物的同生
共长中，我们一步步打赢了这场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而那些定格在时间中的场
景，也必将镌刻在时代年轮上，彰显这一
特殊年份的意义和价值。

社会发展的潮流变动不居，人民至上
的情怀却始终如一。前不久，“汉语盘点
2020”的年度字揭晓，答案引起很多人共
鸣：“民”。这一年，一系列惠民举措落
地生根、引发热议。民法典诞生，社会
生活从此有了一部“百科全书”；人社部

出新规，技能工作者今后也能参与职称
评定；住建部颁布条例，剑指房屋租赁市
场种种乱象……其中，有从无到有的创
举，有百尺竿头的进步，还有去芜存菁的
革新。这些琳琅满目的举措连缀在一起，
折射出百姓萦怀的深沉情感，更呈现出社
会发展多层次、多维度的时代景深。

在快速的发展变革中，中国社会的活
力尽情彰显。古人将“活”字解释为水
流的声音，而社会活力正如滋润万物的
水流。这一年，付费自习室悄然成为热

门创业项目，在一些城市相继兴起；“直
播销售员”等新职业不断涌现，逐渐从
小众走向大众；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
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向上，标注着社会的
活 力 和 创 造 力 …… 透 过 这 些 “ 微 观 单
元”，我们可以聆听时代的脉搏，感受潮
流的涌动。事实证明，一个日异月殊的
社会背后，总有梦想在生长，总有活力
在流淌。

当然，社会向未来前行的道路上，并
不是处处都有鲜花铺路。这一年，从围

绕“小镇做题家”的戏谑调侃，到关于
离婚冷静期的严肃讨论，再到困在算法
迷宫里的外卖骑手……这些在舆论场上激
起 阵 阵 涟 漪 的 热 点 事 件 无 不 提 醒 着 我
们：个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难、
社会前进道路上遭遇的道道难题，仍然
有待于我们正视、回应和解决。

个人和社会之间，有着同频共振的命
运关联。置身于社会发展的澎湃浪潮中，
每个人也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机遇。时间的
长河顺流而下，人们逆流而上的奋斗脚步
却不会停滞。

读懂时代变迁中的社会活力
姜忠奇

治理塑料污染，中国有了“时间表”

【新闻事件】
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公布《关于进一步

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今年开始，率先在部分地区、领
域禁限生产、销售和使用部分塑料制品；2025年，塑料制品全
环节管理制度建立，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该《意见》被视
为“限塑令”的升级版，禁令覆盖范围更大、可操作性更强。
【专家观点】

塑料行业设计、生产端应发展智能管理体系，实现“谁
生产谁处理，谁购买谁交回，谁销售谁收集”的管理模式。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会秘书长王永刚
消费者需要提升环保意识，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

费行为，最终倒逼塑料产业链转型升级。
——中国合成树脂供销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秘书

长蒋南青
【编辑点评】

治理塑料污染，政府应强化执法监管，企业要加强
技术攻关，公众也要自觉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只有各方
一同努力，才能创造一个没有“白色污染”的世界。

戴口罩成为社会共识

【新闻事件】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节

奏，严重威胁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做好疫情
防控，医院、商超、公交车、地铁站等公共场合，戴口
罩的市民随处可见。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戴口罩
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
【专家观点】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情况下，随时准备口罩，在人
员密集的地方，在通风不够好的地方，都要坚持戴口
罩。这种措施不仅可以防止新冠肺炎的流行，对于预防
流感等其他呼吸道传染病也非常有效，而且是保护个人
卫生和身心健康的非常好的方法。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
【编辑点评】

如果说在平时，戴口罩与否是个人习惯，那么在疫
情面前，戴与不戴，反映的则是文明素养的高低。它关
系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防控大局。中国疫情
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和广大人民群众自觉佩戴口罩
是分不开的。当前，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但并不代表
可以松懈，风险依旧存在，“口罩意识”仍需延续。

公筷“夹”出餐桌新文明

【新闻事件】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地纷纷出台政策，发出倡

议，号召人们使用公筷公勺，有条件的实行分餐制，一
股餐饮文明新风正在兴起。
【专家观点】

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舌尖上的安全”，认识到合餐可
能带来疾病传播。应抓住这个契机，宣传引导百姓养成分
餐、使用公筷公勺的好习惯。

——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
国家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应发出全面推行分餐制的

倡议，并制定统一的行业指南。以制度刚性保障餐饮企
业推行分餐制的主动性。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马一德
【编辑点评】

使用公筷公勺、实行分餐制，有利于降低细菌、病毒带来
的感染风险。只要稍加注意改变一些传统饮食习俗，就能更好
地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对他人的健康负责，何乐而不为呢？

“新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新闻事件】
7月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发布“城市管理

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等9个新职业。这是中国自《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颁布以来发布的第三批
新职业。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营销师”职业下增设“直播销
售员”工种，这意味着直播带货的主播有了正式的工种称谓。
【专家观点】

新职业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而是在历史变迁和社会发
展中自然产生的。它们的诞生与发展不仅拓展了人们自主择
业、追逐梦想的空间，也为社会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中国就业促进会资深专家陈宇
依托互联网新业态，未来必将有更多新职业陆续涌

现，这些新职业将共同构成服务产业结构升级和居民高
品质生活的中坚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杨伟国
【编辑点评】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一些原本“小众”的业态逐
渐大众化、普及化，走向专业化、规范化。“直播销售员”
等新职业的诞生，正是时代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体现。

过上好日子也不能浪费

【新闻事件】
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

示。他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
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为制止餐
饮浪费，全国各地开展诸多有益实践，推动厉行节约在全
社会蔚然成风。
【专家观点】

在全社会倡导培养勤俭节约习惯，破除餐饮奢侈浪
费等不良习俗，是利国利民的大事。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
要运用好大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更好地把粮食、

食品供给和大众需求匹配起来，减少各种不必要浪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

部副部长何建武
【编辑点评】

中国人口多、基数大，每人浪费一点，就会给粮食生
产带来较大压力。要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无论发展
到何种程度，勤俭节约的传统决不可丢。

帮老人迈过“数字鸿沟”

【新闻事件】
移动互联网时代，不收现金、打不着车、没有健康码无

法乘坐公交车的尴尬场景时有发生。智能化、数字化让社会
运转更加高效，却给众多老年人带来一道难以逾越的“数字
鸿沟”。
【专家观点】

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务方面，对无法使用智能
手机的老年人提供多元选择和替代方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
要让父母融入移动互联网时代，除了买“硬核”产

品，更要有足够的耐心。
——南京师范大学发展教育心理研究所所长谭顶良

【编辑点评】
老年人不能成为数字社会的盲点。在推动数字社会建

设进程中，也应留出一些非数字化空间，帮助老年人适应
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这既体现公共政策的温度，更折射
社会治理的水平。

给租客一个安稳的“家”

【新闻事件】
9月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住房租赁条例 （征

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被称作“史上
最严”的住房租赁领域规范性文件将对住房租赁市场秩
序进行规范，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
【专家观点】

《住房租赁条例 （征求意见稿）》的公布，将为后续
各类房屋租赁政策的出台起到指引作用。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
房产管理部门应建立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平台

为承租人提供更多房屋、房东、房屋中介及其他相关信
息，能够保证租客知情权、选择权。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洪章
【编辑点评】

让居处真正成为人们奔波一天后温暖的港湾。推动《住
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等相关法律法规出台，将有利于推
动“租”与“购”、“租”与“售”享有同等公共服务权利，从而真正
实现“租购并举”和“租售并举”。

离婚冷静期要来了

【新闻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将于 2021年 1月 1日起实

施，为了贯彻民法典有关离婚冷静期制度的规定，民政
部近日对婚姻登记程序进行调整，在离婚程序中增加 30
天冷静期。
【专家观点】

这只是离婚登记程序的调整，相关要件方面没有本
质变化。离婚登记程序的调整，主要是为那些草率离
婚、冲动离婚的人增加一个门槛。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
民法典规定的协议离婚的冷静期，体现出清晰的问

题意识，即针对轻率离婚的社会现象，提出了解决问题
的方法。同时，也体现出法律背后的道德伦理基础——
尊重婚姻、尊重家庭、珍惜感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
【编辑点评】

离婚虽然是私事，但有一些“冲动式”离婚，并
未给当事人带来解脱，反而为双方及其家庭带来了更
大的伤害。在冷静期内，双方可以认真检视自己与配偶
的感情，避免意气用事，给有挽救可能性的婚姻多一次
机会。

在海南海口，一名工作人员正在车间生
产全生物降解袋。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在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盘石镇布妹
村小学，学生们正在学习如何正确佩戴口罩。

龙元彬摄 （人民视觉）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干警向社区居民普及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
继承、侵权责任等法律知识。

曹建雄摄 （人民视觉）

▲网络主播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向广大网友
推介地方特色产品。 丁根厚摄（人民视觉）

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东盛路小学的学生展
示提倡使用公筷公勺的绘画作品。

王 彪摄 （人民视觉）

江苏省海安市的社区志愿者指导社区老
人使用智能手机申请健康码。

翟慧勇摄 （人民视觉）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李溪镇的老人
在稻田里拾遗漏的稻穗。冉 川摄 （人民视觉）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李溪镇的老人
在稻田里拾遗漏的稻穗。冉 川摄 （人民视觉）

新视角新视角

一名年轻人在浙江杭州瓜山新苑“未来社
区”的出租公寓内。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2020 哪些社会热点跟你有关？
本报记者 史志鹏 整理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