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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重大疫情的实际影响创新思想教育内容

疫情爆发初期，由于缺乏权威信息和科普知识，

有限的信息被扭曲夸大，网络谣言和坊间传闻快速

传播，使得公众出现一定程度的非理性情绪，如恐

慌、焦虑、敏感、抵触、歧视、逃避、迷信、信谣、传谣

等。随着疫情的日渐严峻，一些较长时间处于非理

性状态的群众，极易产生情绪异动或心理问题。思

想教育应根据这些特点和影响及时创新内容，纠偏

疫情防控中的各种非理性行为，以防给疫情防控带

来“次生灾害”。

一是加快信息引导教育，平复公众应激反应。

疫情爆发初期，公众的非理性情绪主要来自缺乏权

威信息和科学认知。随着感染人数的大幅度增长，

公众情绪会呈现阶段性波动。针对抢购囤积药品食

品、质疑政府不作为、相信各类谣言传言、地域或人

群歧视、疫情信息需求激增等非理性应激反应，在掌

握病毒传播方式、感染特征及各地疫情发展情况后，

相关部门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全方位引导公众理性

看待疫情，积极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当了

解了疫情发生的真相，掌握了科学的防控知识，公众

不再否认、回避、退缩，不再过分抱怨、过分依赖他

人，取而代之的是积极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可见，

加快信息引导教育，是创新重大疫情思想教育的第

一选择。面对突发重大疫情中公众的恐慌、焦虑、信

谣、传谣等非理性情绪及其影响，应规范重大疫情信

息发布机制，成立信息发布专门小组，完善发布程

序、内容、方式、时限，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发布重

大疫情相关信息，包括疫情科普知识、疫情防护政

策、全国疫情态势、疫情防护进展等，让公众第一时

间了解疫情、掌握政策、知晓措施、明白进展，以最大

限度地统一公众思想、消除社会恐慌、平息各类谣

言。同时，切实加强对疫情信息发布的监管，坚决防

止缓报、瞒报、漏报、错报等现象，用有力事实引导公

众理性看待疫情，积极参与疫情的联防联控。

二是普及医疗救治知识，缓解医疗救助压力。

由于临床表现与流感症状较为相似，公众在疫情预

警正式发布前并未进行有效防护，造成确诊病例短

时间内快速上升。不少民众因此产生疑病心理，出

现类似症状就涌入医院寻求救治，从而造成新一轮

的交叉感染。随着武汉医疗救助压力的日趋增加，

以及春节期间人员的大量流动，给全国医疗设施、救

护人员和救护物资的调配带来巨大压力。为全面缓

解医疗救助压力，疫情防控专家和各级政府及时召

开新闻发布会，并通过网络平台，共享疫情最新研究

成果，大力普及医疗救助知识，引导民众科学理性的

判断自身状况，减少不必要的医疗救助和资源消耗，

为公众增强防疫信心提供了载体和素材。事实证

明，普及医疗救助知识，不仅是缓解公众情绪的重要

方法，也是缓解公共医疗救治压力的有效方式。通

过普及医疗救助知识，可以教育公众加强自我防护，

养成良好卫生和生活习惯，做到防患于未然，从而最

大限度地减少病例；可以引导疑似病例稳定情绪，自

觉进行隔离和自我救治，做到疑似不传播、确诊不慌

乱；可以引导确诊病例了解病情，自觉听从医生安

排，配合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心平气和接受医疗救

治。通过普及医疗救助知识，揭露反科学、伪科学谎

言，能够更为有效的缓解医疗救助压力，增强公众战

胜疫魔的决心。

三是疏导社会不良舆情，有效应对舆论风暴。

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社会舆论，关注人数甚广且

重大疫情防控中思想教育创新的
路向选择
◇马福运 宋晓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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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持续不减，一些热门搜索话题多次突破网络传

播峰值。一些别有用心者抓住一切吸引眼球的话

题，传播谣言、散布矛盾、制造恐慌，不断刺激公众神

经、煽动公众情绪。特别是涉及少数工作人员失职、

疫情防控措施疏漏、医护人员离世等，更是成为敌对

势力“唯恐天下不乱”的素材。在他们的疯狂“带节

奏”下，一些不明真相的网民裹挟其中，很容易形成

重大舆情甚至舆论风暴。面对严峻舆论压力，我们

积极改进宣传方式，通过深入宣传党中央决策部署，

充分报道各地区各部门联防联控的措施成效，生动

讲述防疫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等方式，加强社会舆

论正向引导，及时有效的回应社会关切，不回避矛

盾，积极推动问题解决，认真听取善意的批评、意见、

建议，坚决依法制止借机恶意攻击。疏导不良舆情、

化解舆论风暴，是重大疫情应对中创新思想教育方

式的新课题，也是疫情防控亟需过关的必答题。要

加强舆情跟踪研判，努力做好舆情预警，及时发布权

威信息，及时纠正和粉碎谣言，牢牢掌握舆论引导的

主动权和话语权；要加强网络媒体管控，依法打击借

机造谣滋事者，推动落实主体责任、主管责任、监管

责任；要引导公众理性、冷静判断社会舆论，练就识

别敌对势力惯用伎俩的“火眼金睛”，坚决不做谣言

的搬运工。

四是加强心理干预疏导，充分做好人文关怀。

受到突发重大疫情威胁时出现焦虑和恐慌，是人们

面对压力时的正常心理应激反应。然而，这种焦虑

与恐慌很容易通过“传染”形成集群行为。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示，要加强心理干

预和疏导，有针对性地做好人文关怀。国家卫健委

及时印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

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要求各地将心理危机干预纳

入疫情防控整体部署，积极预防、减缓和尽量控制疫

情的心理社会影响。作为思想教育创新的重要内

容，重大疫情中进行心理干预和疏导时，应正确评估

目标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对高危人群开展心理危

机干预，对普通人群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并根据目标

人群范围、数量以及心理危机干预人数安排工作；对

一线工作人员特别是医务工作者开展人文关怀，应

切实加强对其各方面的支持保障，确保轮换休整到

位，及时做好心理调适疏导。

二、根据不同主体的防控责任创新思想教育方法

与普通疫情相比，重大疫情具有较大的偶然性、

突发性，较强的流行性，较高的病死率，难以有效控

制。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具有上述特点，而且存在可

传染的潜伏期，给医疗救治、资源配置、疫情控制、舆

论引导带来极大困难，也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一定

程度的冲击。思想教育应根据重大疫情应对中不同

主体的防控责任及时创新方法，以确保疫情防控各

项措施落实到位，增强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上下同

心、共克时艰的信心和决心。

一是紧紧抓住党员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疫情

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为阻止疫情的不断蔓延，

广大共产党员义无反顾的冲到了疫情防控斗争的最

前沿，始终让党旗高高飘扬在疫情防控斗争的第一

线，用勇于担当、主动作为、敢打硬仗的英雄本色，坚

定了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决

心。创新重大疫情防控中的思想教育，要紧紧抓住

党员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一方面，进一步强化共

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教育他

们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在困难和危险面前勇当先

锋、敢打头阵，时刻彰显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另一

方面，要善于在防疫斗争一线考察识别党员干部，表

现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大胆使用，不担当不作为、失

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紧要关头当“逃兵”的要就地

免职；对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根据情况分层分

级予以表彰和嘉奖。此外，要及时宣传防疫斗争中

的先进典型，号召广大党员干部把初心落在行动上、

把使命担在肩膀上。

二是着力提高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责任意识。在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武汉等地区在预防预

警、先期处置、应急能力、市场监管等方面，暴露出了

一些疫情应急防控短板。对此，中央成立指导组赴

湖北“现场督战”，组建医疗救治专家组加强指导，并

果断调整湖北省和武汉市领导班子，及时补足了疫

情防控的“领导力”，强化了当地党委政府和党员干

部的责任意识。随着疫情防控态势积极向好并取得

阶段性胜利，有些地区和部门的麻痹思想和侥幸心

理又有抬头，必须进一步创新思想教育方法，继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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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府和个人的责任担当。既要强化“在其位谋其

政，在其职尽其责”意识，把打好、打赢疫情防控的人

民战、总体战、阻击战，当成是对党员干部的一次重

大考验；又要强化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防控责任，按照

“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的疫情

防控工作要求，找差距、补短板，切实把党中央各项

决策部署抓实抓细抓落地。

三是大力开展接地气的基层防控特色教育。社

区、村镇、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细胞，是群联群治、联防

联控的第一战场。针对疫情防控初期公众防疫意识

淡薄、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等现象，为有效落实党中央

关于疫情防控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防控资源和力

量下沉，社区、乡村等基层党组织结合本地实际，通

过大喇叭、长横幅、流动宣传车等形式，对居民开展

思想教育，呼吁大家减少外出，居家隔离。其中，乡

村“大喇叭”和民间戏曲、说唱等艺术形式，虽然风格

各异、朴实直白，但情谊真切、硬核管用，大大提高了

村民的防范意识。运用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

展疫情防控教育，是创新重大疫情思想教育的重要

抓手。开展基层疫情防控思想教育，要推动防疫力

量和资源下沉，强化安全隐患“地毯式”排查，实行居

民流动“网格化”管理，用实际行动引导群众参与疫

情防控；要充分利用微信群、大喇叭、横幅等基层宣

传手段，加强正面宣传和警示教育，做到防疫知识应

知尽知、防控手段应会尽会；要广泛动员群众开展疫

情防控自治，组织百姓艺术家参与防疫教育，通过歌

曲、戏曲、相声、小品等民间艺术形式，宣传党的防疫

政策和措施，引导居民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和自我管

理能力。

四是通过惩治违法行为开展反面典型教育。中

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也出台了《关于依法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的意见》。然而，面对万众一心的疫情防

控，仍有一些人拒不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甚至妨

碍工作人员依法防控。其中，疫情统计、医学隔离、

防控物资、防控执法等都是问题“风险点”。比如，虚

报瞒报疫情信息、截留或侵占防疫物资、哄抬防疫物

资售价、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暴力切断公共交通等行

为，都是进行疫情防控反面教育的典型教材。运用

反面典型进行警示教育，是重大疫情应对中开展思

想教育的重要方法。对违法犯罪行为坚持“零容

忍”，并通过一些反面教育的鲜活案例，可以引导广

大群众坚守行为底线，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及疫情防

控要求，坚决与扰乱防疫防控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

作斗争。一方面，通过严惩造成负面影响的各类违

法行为，打击各种过激防控和违法防控行为，为疫情

防控穿好“防护服”、设置“隔离带”，提供良好的疫情

防控“大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反面典型进行警示

教育，引导公众强化防疫意识，警示公众端正防疫态

度，积极主动进行疫情防控，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凝聚更大共识、汇聚更大力量。

三、根据疫情防控的整体需要创新思想教育原则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体战至少包括三层意涵:

一是坚持全国一盘棋，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

统一调度，全社会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

情防控工作；二是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推动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推动生产生活秩序

加快恢复；三是保证疫情防控过程有力有序有效，推

动疫情过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整体提高。思

想教育应主动适应需要及时创新原则，发挥政治动

员、价值塑造、依法规范、树立信心等作用。

一是坚持党对疫情防控工作的全面领导。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凝聚力和

感召力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全国人民以强大的执行

力紧急行动，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疫情防控的各个环

节，保证了疫情防控积极向好态势不断拓展。坚决

贯彻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广大党员干部的执行力，是

落实重大疫情防控措施的根本保证，也是创新思想

教育原则的重要基点。在重大疫情防控这盘大棋

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总揽全局、果断决

策，广大干部群众就像“车马炮”，应各展其长、执行

有力，始终做到服从大局，与党中央同向发力。而贯

彻中央部署就像人体循环系统，必须保障血液和气

息畅通，思想教育要主动融入这个系统，紧盯执行中

央统一部署的“堵点”，帮助干部群众疏通疫情防控

中的落实难题。

二是塑造“后疫情时代”的正确价值观念。在后

疫情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会发生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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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疫情前，“娱乐至上”甚至“娱乐至死”的现象

和消费“猎奇”主义倾向明显加剧。一方面，青少年

崇拜的偶像、不再是科技功臣、道德模范、先进典型

等“民族脊梁”，而是明星艺人；另一方面，人们“新

奇”的吃喝玩乐，造成重大疫情，给整个社会敲响了

价值观念“异化”的警钟。在这场疫情大考中，党员

干部践行承诺、冲锋在前，各级政府紧急行动、全力

奋战，医护人员逆行一线、无私奉献，广大人民众志

成城、守望相助，平凡人物的伟大壮举，让人们深刻

地意识到，是那些默默无闻工作，负重前行在各条战

线上的普通人，为大家换来了岁月静好。经济社会

发展、中华民族复兴的内在驱动力，正是这种平日里

脚踏实地、关键时挺身而出的价值观念。思想教育

要不失时机进行价值引导，利用高效统一的防控体

系、联防联控的人民战争、公立医院的责任担当、应

急举措的坚决果敢、党员干部的冲锋陷阵、人民军队

的来之能战、同舟共济的国际合作等鲜活案例，加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教育；广泛宣传一线医

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公安干警、基层干部、

志愿者等的感人事迹，在全社会激发正能量、弘扬真

善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疫情防控和全

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社会氛围。

三是推动树立依法防控的治国理政思维。法治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础保障。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中暴露的问题和短板，呼唤更加科学的法

治思维、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以确保各项防控措施

的有效落实。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各级党委政府

贯彻法治思维，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环节共同

发力，为疫情防控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法治约束

与思想引导相辅相成，通过思想教育强化法治思维、

扩大法治效力，是落实防控措施、增加防疫合力的

“新动力”。一方面，加强重大疫情防控的法治宣传，

组织基层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疫情防控相关法律法

规，通过普及法律知识、强化法治思维、提升法治意

识、提高法治能力，推进依法防控。另一方面，把思

想教育融入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环节，不仅要通

过加强治安管理、市场监管等执法工作，打击破坏疫

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且要通过依法防控的法

律约束和震慑，教育和引导公众自觉遵纪守法，不断

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四是帮助公众树立恢复经济发展的信心。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随着武汉“封城”及其他城市、村

镇、企事业单位等的人员流动管控，制造业、服务业、

金融业等随之“停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

小冲击。虽然目前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企业

相继复工复产，但疫情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还将持续，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投资项目建设、内外

商贸活动、稳就业压力等方面的信心也亟待恢复。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

定各项工作，既是完成中央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避免引起次生“灾害”的当

务之急。而引导公众和企业坚定信心，不被暂时问

题和困难吓倒，一面凝心聚力抗疫情，一面聚精会神

搞生产，是疫情防控应对中思想教育的重要职能，也

是思想教育创新的一大难题。如果一味坚持说教式

的“软教育”，就会流于简单说教。只有把解决企业

与公众的实际困难与解决他们的思想顾虑结合起

来，思想教育才能在经济工作中发挥“生命线”作

用。一方面，聚焦疫情给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统筹

做好经济形势宣传，为当前舆论融入更多暖色调，营

造风雨无阻向前进的浓厚氛围。另一方面，聚焦疫

情给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主动帮助解决生产生活

中遇到的现实困难，把思想教育融入看得见、摸得

着、感受得到的实际帮扶中，引导公众树立战胜疫

情、恢复经济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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