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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一名嘴”要以跳楼抵抗上门消杀？房子不能变成韭菜盒
子

mp.weixin.qq.com/s

边城蝴蝶梦 码头青年 2022年05月11日 12:42

没想到叶惠贤会以这种方式又进入大众视野。
 
老上海人应该没有不知道叶惠贤的。今年75岁的叶惠贤，是上海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被誉
为“申城第一名嘴”，很多上海人都是看着他的节目长大的。主持过《今夜星辰》、《难忘的老
朋友》等节目的叶惠贤，曾三获金话筒奖，并获得中国电视主持人终身成就奖。
 

 
一位如此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工作者，没被岁月打败，如今却被某种恐惧折磨到想跳楼。

  
上海人、著名学者许子东透露，叶惠贤家有上万册藏书和文物，很多是精品，甚至是孤本，如
果有人上门来消杀，叶惠贤说就从楼上跳下去。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k4MDI2MA==&mid=2649607433&idx=1&sn=8a0d6da2cfe66e39fb774f37f9584877&chksm=bfe1f98fc74b794445ef0ab72b6fec013731d8338c6ada77a9ab846d9269536081e6c9ab358a&mpshare=1&scene=1&srcid=11026vB6Bh8CufMsnDE5sU9J&sharer_shareinfo=365c8dd04f5ff5f624fd03922621ec94&sharer_shareinfo_first=365c8dd04f5ff5f624fd03922621ec94#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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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一个爱书如命的人，真能做出这种事。也有人说，说这话的是叶惠贤的助理。不管是叶
惠贤还是他的助理，都能看出涌动在申城民间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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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藏书和文物，不但是老一辈知识分子视之如命的宝贝，也是上海乃至国家的文化遗产。这
些文物珍品一旦损毁，也是国家莫大的损失。
 
上门消杀这件事，确实极大冲击了上海人的心理防线，也让无数人感到难以理解。关于入户消
杀的文章和视频，网上有很多，那些夸张的画面，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不管哪朝哪代，家都是一个人的最后底线。抄家灭族，大概是权力对个人最严重的惩罚。不经
允许，拿着钥匙，或者撬门而入，对着家里的一切，用喷雾器乱喷一气，这跟抄家也没什么两
样了。
 
澎湃新闻5月9日有一篇详细报道，介绍了上海是如何入户消杀的。
 
5月8日，上海媒体记者跟随消防救援消杀队实地记录了一户阳性感染者家中的终末消毒过程。
 
据介绍，队员们使用的是一款是超低容量喷雾器，主要用于空气消杀，添加的是1%的过氧化
氢。
 

 
过氧化氢还有个名字，叫双氧水，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强氧化剂，除了
可以用来消毒，还可以漂白衣物。
 
如果消杀时，对着衣服或容易褪色的物品喷，可想而知会有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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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的稿子里说，队员们三人一组分头进入居民家中进行终末消毒。“一名队员用蓝色的常量
喷雾器，开始对入户门、门把手、地面、台面等硬质物体表面仔细消杀。进入室内后，除了衣
服、被褥，其他手能触摸的地方，都被仔细喷洒上药水。”

  

 
一户20多平方的居民家，消杀工作持续了近半小时。

  
“区消防救援消杀队总共有179人，组建20多天来，他们的工作任务逐步从环境消杀，转为入户
进行终末消毒，目前每天消杀量在几十户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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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报道的信息量很大。
 
硬质物体，范围广泛，家具、地板、书籍、钢琴、电器、鞋子、包包、玩具、艺术品等，都能
纳入这个范围。不说太深的道理，大家都能懂，这么一通喷洒下来，家里基本面目全非，损失
惨重。
 
染上病毒之后，除了身体要遭罪，连家里的财产都要跟着损失，给谁都难以接受。
 
上海现在正在进行的大攻坚，离不开市民的支持和配合。政府部门一定要做好做足解释工作，
务必要得到取得市民真心实意的理解。
 
5月10日上午，上海相关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入户消毒的一些规定和做法。
 
这位官员提醒市民，“在终末消毒作业前，能主动告知屋内对消毒剂敏感的物品或需要特别保
护的物品，便于消毒人员在作业时选取更有针对性的消毒方法。”
 
上海现在的阳性感染者都去了方舱，消杀时不可能有人在家。那么，进屋之前，队员如何和房
主沟通？电话沟通还是微信交流？沟通时，队员们是用小本子一一记住，还是仅仅是耳朵听一
下？进屋之后，会仔细对照小本子上的条目，房主说不能喷的绝对不会喷？
 
如果按照常识，屋里的绝大部分物品都不适合接触双氧水，在双方意见对立的情况下，还要不
要消杀？怎么消杀？
 
这些问题，很容易就有答案。
 
木地板要是废了，重新铺装的话，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家用电器一受潮，基本也就没用了，
又是大几千的损失；皮沙发、奢侈品、限量版鞋子、钢琴……哪一样都价值不菲，没理由这些
损失让居民自己受着。
 
上海人确实有钱，但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家里消杀后，遭受的财产损失，要有一个说
法，不能一句“要特别感谢感染者和家属对消毒工作的配合”就完事了。
 
要么改变消杀方式，要么予以合理的赔偿，否则消杀工作一定会阻力重重。
 
之前，江苏睢宁防疫人员将居民生活物品随意处置、粗暴消杀的结果是，给居民补偿了米、
面、油、蔬菜及消毒礼包。这些能值几个钱，大家掂量掂量。
 
 
那么，入户消杀是不是真有必要呢？
 
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唐德明教授对此有过一个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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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不是一个完全的生物，它自己无法单独活着，它一定要寄生于一个活体内（宿
主），活体可以是昆虫，动物和人体。这也就是病毒不可能在普通物体表面存活的原
因。当然病毒的生存和复制还需要合适的温度和湿度，适当的酸碱度等等。若把时间放
大，病毒在刚刚离开机体最初几秒可能是活的，不过仅以秒计，到不了分钟。”

 

“那怎么会有人检测到病毒在各种表面？这里有一个定义上差距，我们所谈的病毒是否存
在，是指有复制能力的活病毒。只有处于这种状态的病毒才会引起传播，造成新的感
染。”

 
如果我们相信科学的话，如果我们有中等阅读理解能力，应该知道唐教授的这番科普意味着什
么。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对八点健闻说：在香港，消毒一般限于公共场所。
 
他介绍：“如果一个办公室有人确诊，会找专业人员进行消毒。早期使用喷雾消毒，后来发现
在房间里使用喷雾会对很多工作设备有损害，目前已经改成了用消毒水擦拭表面的办法进行环
境消毒。”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非卫生保健环境中针对COVID-19对环境表面进行清洁和消毒应注意
的事项》中同样提到：“针对COVID-19，不建议在室内向物体表面例行喷洒消毒液。如果使用
消毒液，应该用浸过消毒液的抹布或湿巾擦拭。”
 

著名科普自媒体“丁香园”，昨天也发过相关文章，介绍了新冠病毒能在物体表面存活多久。文
章说，当病毒依附于物体表面时，物体材质、温度、湿度等都会影响其存活时间，总体上来
说，低温可显著延长存活时间，而在常温存活时间通常只有几分钟、几小时至极端的几天，在
高温下或者在遇到特定消毒剂时则迅速失活。

 
就算病毒特别特别顽强，在离开宿主之后能死撑十天，但是现在拉走隔离，最少也要十四天，
等到屋主回到家时，病毒早死了。
 
这么简单的常识，我不认为我会理解错。
 
那么，这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还极易引发强烈抵触情绪的消杀，依据何在？意义何在？
 
谈完科学，我想再谈谈法律。
 
法律是所有人必须遵守的共同契约，一旦它被破坏，所有人都会深受其害。人身自由和财产权
不受侵犯，这是写在法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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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张图流传很广，两个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艰难又努力地想从居民家的窗户爬进去消
杀。无疑，他们没有房子的钥匙，所以只能爬窗而入。这就涉及到一个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问
题。如果几百万上千万元买来的房子，被人想进就进，想破坏就破坏，那么这种房子真和韭菜
盒子没什么两样。
 
如果可以强行进入别人的房子而不受惩罚，这非常可怕。即便是一个家徒四壁的破房子，也是
一个人最后的领地。一旦这一空间被侵入，人的尊严、自由和安全感也将随之失去。历史上，
我们有过这样的时期。
 
现在上海处于非常吃劲的时候，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在科学的指导下，坚持依法防控，在法
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
 
今天看到一个视频，上海一个女子和上门消杀的居委会、警察进行了一番理性友好的交流。从
他们的对话中，我看到了上海美好的一面。偌大的上海，出现一些做得不够好的事情也很正
常，改了就好。目前上海也在改进之前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希望市民的建议包括我这篇文章，
可以让上海把入户消杀工作做得更科学。
 
如果不管风吹雨打，上海都能始终在科学和法治的框架下进行防控工作，这必将带给上海人民
和全国人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信心比黄金还珍贵，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

修改于2022年05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