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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罗晓宇

当前，新冠疫情防控进入新时期，感染

人数也不断上升。接种疫苗能否有效抵御

当前流行的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老年人

等易感人群如何接种疫苗？……带着这些

问题，记者专访了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

疫预防科科长、副主任医师王斌冰。

记者：新冠病毒疫苗有效吗？

王斌冰：国内外大量的临床研究证据

表明，新冠病毒疫苗对防发病、防重症、防

死亡的效果非常显著，而且加强免疫可以

进一步提高保护效果。同时我们需要科学

地看待新冠病毒疫苗的保护作用，由于个

体差异和病毒变异，个体在疫苗接种后产

生的免疫保护能力不完全相同，在接种疫

苗的同时，做好个人防护，可以取得更好的

预防效果。

记者：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覆盖哪些年龄

段人群？如果之前接种过一针新冠病毒疫

苗，逾期没打第二针，现在需要重新接种吗？

王斌冰：目前，我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覆盖 3 岁以上人群，3 岁以下人群暂时不能

接种。有的新冠病毒疫苗只接种 18 岁以上

人 群 ，选 择 接 种 疫 苗 种 类 的 时 候 需 要 注

意。如果接种过第一针疫苗，不需要重新

接种，如未能在程序间隔要求的时间接种

后续剂次，要尽早补种，免疫程序无需重新

开始，补种完成相应剂次即可。

记者：现在新冠病毒疫苗选择种类很

多，哪种比较好呢？

王斌冰：目前，在我国获批使用的新冠

病毒疫苗都已经通过前期的临床试验，证

实 了 有 效 性 和 安 全 性 。 无 论 使 用 哪 种 疫

苗，采用哪种加强免疫方式，只要符合接种

条件、没有禁忌都可以选择接种，均可以起

到保护作用。

记者：对抗生素等药物过敏，可以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吗？备孕阶段、妊娠期、哺乳

期女性可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吗？接种后

发现意外怀孕了怎么办？

王斌冰：新冠病毒疫苗不含抗生素成

分，对抗生素过敏者可以接种。接种前要

向预防接种单位如实反映既往过敏史，以

便接种人员作出准确判断。

备孕、妊娠、哺乳期的女性如果想接种

疫苗，首先需要遵照最新的疫苗说明书规

定的禁用和慎用人群。在疫苗说明书没有

特别说明的情形下，按照国家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技术指南，妊娠期妇女属于疫苗接

种的禁忌人群，但若在接种后怀孕或在未

知怀孕的情况下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不

推荐因接种疫苗而采取特别医学措施（如

终止妊娠），建议做好孕期检查和随访；对

于有备孕计划的女性，不必仅因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而延迟怀孕计划；新冠病毒感染

高风险的哺乳期女性建议接种疫苗，考虑

到 母 乳 喂 养 对 婴 幼 儿 营 养 和 健 康 的 重 要

性，哺乳期女性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建议

继续母乳喂养。

记者：近期接种过其他疫苗，能否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

王斌冰：按照国家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

术指南，其他疫苗与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间

隔应大于 14天。当因动物致伤、外伤等原因

需要接种狂犬疫苗、破伤风疫苗、免疫球蛋白

时，可不考虑与新冠病毒疫苗的时间间隔。

记者：老年人有必要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吗？老年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安全吗？

王斌冰：老 年 人 接 种 疫 苗 非 常 有 必

要。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自身免疫力减

弱，是新冠病毒侵袭的高危人群，感染后发

展 为 重 症 和 死 亡 的 风 险 显 著 高 于 年 轻 人

群。而且，老年人中合并基础性疾病的比

例较高，感染后出现重症和死亡的风险会

进一步增高。所以，建议符合接种条件的

60 岁以上人群，特别是 80 岁以上的老年人，

尽快接种疫苗。

我国目前获批使用的新冠病毒疫苗，

均开展了包括老年人群在内的全人群的临

床试验，显示疫苗在老年人群中具有良好

的安全性。我国新冠病毒疫苗已经在国内

接种 34 亿剂次，向境外供应 20 多亿剂次，

不良反应监测数据都表明，我国新冠病毒

疫苗安全性非常好。因此，老年人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可以放心接种，同时，老年人接种后一定要

在接种点留观 30分钟，把风险降至最低。

记者：老年人有必要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加强针吗？如果老人长期居家、不出门，

也需要打疫苗吗？

王斌冰：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后，随着时

间的推移，抗体水平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

下降，需要及时进行加强。研究证实，完成

加强免疫后，老年人新冠病毒感染后导致

重症和死亡的风险显著降低。近期，国内

疫情呈现传播范围广、传播链条多、疫情波

及面扩大的严峻态势，老年人感染的风险

也随之升高，建议要尽快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符合加强接种条件的要尽快加强接种。

长期居家的老人也需要接种疫苗。新

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染性强，即使亲

人是无症状感染者，一旦回到家里探望老

人，也很可能会把病毒传染给老人。

记者：老 年 人 加 强 针 间 隔 是 怎 样 的 ？

全程免疫过了很久没有加强，现在加强还

来得及吗？

王斌冰：老年人群加强免疫与全程接

种时间间隔为 3 个月以上，全程接种后超过

3 个月或更长间隔后依然可以加强，需要尽

早完成。

记者：哪些老年人不适合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

王斌冰：很多老年人群常见疾病，比如

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疾病并不是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绝对禁忌，只要控制

良好，处于稳定期，都可以接种。根据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加强老年人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老年人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的禁忌证有以下 4 类：①既往接种

疫苗时发生过严重过敏反应，如过敏性休

克、喉头水肿；②急性感染性疾病处于发热

阶段暂缓接种；③严重的慢性疾病处于急

性发作期暂缓接种，如正在进行化疗的肿

瘤患者、出现高血压危象的患者、冠心病患

者心梗发作、自身免疫性神经系统疾病处

于进展期、癫痫患者处于发作期；④因严重

慢性疾病生命已进入终末阶段。

记者：老年人去哪里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时需要注意什么？

王斌冰：老年人可以到居住地所属的

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集中接

种点、临时接种点等，就近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老年人接种前最好提前联系接种门诊

预约，避免现场等待。行动不便、无人陪同

的老人可提前告知接种门诊，安排接种便

利措施，方便接种。

老年人前往接种时最好由家人陪同，要

携带有效的身份证件，做好个人防护。接种

前要配合医生做好健康信息询问等，并如实

填写知情同意书。接种后一定要在现场留观

30分钟，如有不适，及时告知现场工作人员。

新冠疫苗接种“十问十答”

本报讯（记者 吴江海 潘成）日前，

安徽省徽京剧院、黄山市徽剧院、江西

婺源县徽剧传习所相聚黄山市，结成国

家级非遗徽剧传承保护战略合作单位。

目前，安徽省徽京剧院、黄山市徽

剧院和婺源县徽剧传习所是全国仅存

的徽剧传承保护院所，且三地颇有历史

文化渊源，婺源属于古徽州，安徽省徽

剧团最早在屯溪成立。

在当天举行的两省三地“徽剧振兴”

战略合作授牌签约仪式上，安徽省徽京剧

院与黄山市徽剧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建立徽剧名师带徒制

度，强化徽剧作品创作生产；共同推进学

术研究，研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徽剧

传承弘扬和大众传播；共同打造优秀文艺

作品，复排优秀徽剧剧目，新创与徽文化

相关的历史和现实题材剧（节）目；共同举

办徽剧巡演展演，开展徽剧进景区、校园、

社区、企业活动；共同发起设立徽剧振兴

专项资金，联合婺源县等地成立徽剧振兴

联盟，打造徽剧主题传承（研学）基地，探

索独具特色的文旅结合产业新模式。

两省三地开展“徽剧振兴”战略合作
本报讯（记者 沈宫石）日前，芜湖市

繁昌区举办首届“荻港香菜”文化节，传

承发展非遗文化，把小香菜做成大产业。

荻港香菜以“高杆白”为主要原料

腌制而成，是皖南地区特色农家小菜的

珍贵遗存，其制作技艺被列入安徽省第

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 为 我 国 古 老 的 蔬 菜 腌 制 技 艺 ，

“荻港香菜制作技艺”在荻港传承已有

百 年 历 史 。 目 前 ，荻 港 香 菜 作 坊 已 有

100 余家、生产企业 46 家、从业人员超

500 人，产量超 1000 吨，年销售额 2800

余万元，涌现出 10多个特色品牌。

近年来，为扶持香菜产业发展，荻港

镇政府拟定香菜产业发展扶持政策，推

动香菜协会和相关部门制定了芜湖市首

个立项的食品小作坊市级地方标准——

《芜湖香菜小作坊生产加工规程》，对香

菜（酱腌菜）生产加工场所、储运和销售

产品检验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同时，

建设集非遗文化宣传和文旅特色驿站为

一体的荻港香菜文化展示园，一站式展

示“荻港香菜”生产过程和非遗文化。

“荻港香菜”办节传承非遗文化

“最近感染病毒的人较多，听说社区

可接种新冠疫苗，我和老伴就来了。”近

日，家住合肥市蜀山区笔架山街道年逾 70

岁的刘大爷和老伴，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接种新冠疫苗。此前，老夫妻俩均已接

种过两针。

笔架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

医生徐远航表示，为了方便周边群众特别

是老年群体接种疫苗，该中心将接种时间

由原来的每周三下午改为周一到周日 14：

00—17：00。徐远航表示，后续疫苗接种

时间还会根据居民需要适时调整。

近日，在肥西县上派镇新冠疫苗接种

点，市民徐女士正在进行吸入式新冠疫苗

接种，无需打针，只需深吸一口气将雾化

新冠疫苗吸入呼吸道，很快就完成了接

种。接种点医务人员洪燕表示，吸入式新

冠疫苗与肌注的新冠疫苗相比提高了体

液免疫、细胞免疫、粘膜免疫，通过三重免

疫抵御新冠病毒的入侵。

近日，合肥市迎来一个新冠疫苗接种

小高峰，在接种人群中老年人占比较大。

此外，合肥已有序启动吸入式疫苗接种工

作，符合条件的接种者可咨询居住地所在

的县（市）区疾控中心或者接种点。近期

还启动了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工作，市

民尤其是 60 岁以上老年人群、具有较严重

基础性疾病人群以及免疫力低下人群，可

在第一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基础上开展第

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

宿 州 市 埇 桥 区 从 12 月 11 日 起 开 展

60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新 冠 疫 苗 接 种 。 据 了

解，该市设置了市立医院北区预防接种

门诊等 36 个接种点。埇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负责人提

醒，老年人只要符合疫苗接种条件尽可能接种疫苗，构建免疫

保护屏障。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疫防办第一主任李必方表示，目前，全

省 60 岁以上人群第一剂接种率 92%；80 岁以上人群第一剂接种

率 99%、全程接种任务完成率 107.5%，均位居全国第二；60 岁至

79 岁人群全程接种任务完成率 104.1%，位居全国第一。全省各

地按照国家统一部署要求，坚持“应接尽接”原则，加快提升 80

岁以上人群接种率，继续提高 60 岁至 79 岁人群接种率。各地

要延续前期行之有效的各项便民措施，继续通过设立老年人绿

色通道、临时接种点、流动接种车等措施，最大限度为老年人提

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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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讲得透彻，台下听得认真。“主

题鲜明、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思想性、实践性和指导性。”聆听报告

后，大家纷纷表示，宣讲既有理论的深

刻阐述，又有实践的对策思考，听后深

受教育、备受启发，要矢志不渝、笃行不

怠 ，奋 力 推 动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落 地 落

实、见行见效。

按照“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的

要求，省委宣讲团成员注重大众化、分

众化、通俗化宣讲。宣讲期间，宣讲团

成员还走入基层一线，深入学校、企业、

车间、田间地头、科研院所等，与基层干

部群众、高校师生、企业职工等面对面

互动、问答式交流，提升了宣讲的实际

效果。

据统计，截至 12 月上旬，省委宣讲

团成员已完成 58 场次宣讲，现场听众超

过 1.7万人。

创新载体，丰富形式，
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一个凳子、一张石桌，大家围坐在

一起，这样的宣讲很接地气。”每到周

六 ，在 位 于 合 肥 市 包 河 区 淝 南 家 园 的

文化长廊，“周六开讲”宣讲团总会如

期开讲。连日来，“周六开讲”通过唠

家常、快板书、大鼓说唱等形式，生动

鲜 活 宣 讲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受 到 居 民

一致欢迎。

在各级领导干部和省委宣讲团示

范带动下，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组建

各级各类宣讲队伍，发挥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广播、电视、网络等平台作用，

深入开展宣讲活动，推动党的二十大精

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遍布乡村的大喇叭，把宣讲送到每

村每户。全省通过覆盖农村的 18 万个

广播终端，每日早中晚 3 次播出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同期声和党的二十大

精神学习音频，把党的二十大精神送到

田间地头、千家万户。截至 11 月底，共

播发 135 期共 2250 分钟时长音频，覆盖

全省 1万多个行政村。

各地切实发挥共青团、妇联、科协、

社科联等人民团体作用，以及统战部门

对党外人士宣讲的组织优势，有效汇聚

各 方 资 源 力 量 ，组 织 开 展 面 向 广 大 青

年、妇女、科技工作者、社科工作者、党

外人士和“两新”组织的各类宣讲活动。

各地各单位还积极创新形式，丰富

载体，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宣讲

活动，增强宣讲实效。

南陵县在全县非公企业党组织中

开展“班前 10 分钟”宣讲活动，利用每

天上班前 10 分钟，由非公企业党员轮

流担任宣讲人，负责领学报告原文、解

读内容政策、开展随堂测试等，激发非

公领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热情。

选 派 干 部 领 讲 、支 部 书 记 轮 流 宣

讲、组织党员和村民夜学……望江县凉

泉 乡 结 合 乡 村 实 际 ，开 展 多 种 形 式 的

宣 讲 ，引 导 党 员 干 部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神，引领发展，造福群众。肥东县元

疃 镇 老 龄 委 组 织 不 同 形 式 的 宣 讲 团

队，深入各社区老年学校，开展系列宣

讲 活 动 ，场 场 座 无 虚 席 ，听 宣 讲 人 数

7000 多人。

蓝 图 绘 就 ，号 角 吹 响 。 在 江 淮 大

地 ，一 场 场 灵 活 多 样 的 宣 讲 ，凝 聚 人

心、汇聚力量、催人奋进，有力激发全

省党员干部群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用 新 的 伟 大 奋 斗 创 造 新 的 伟 业 ，奋 力

把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

好现实。

汇聚信心力量 坚定前行方向

（上接 1版）

如今，结对合作帮扶的“触角”还从

“市与市”延伸到更基层。根据《南京市

结 对 合 作 帮 扶 安 徽 省 滁 州 市 实 施 方

案》，两地还明确开发区之间“点对点”

的结对合作帮扶事项。在推进顶山—

汊河、浦口—南谯、六合—天长等省际

毗邻区域协同发展的基础上，江北新材

料科技园、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宁

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分别结对帮扶定远

经济开发区、凤阳经济开发区、明光经

济开发区。

民生共享，优质公共资源
加速向皖北流动

不少在上海奉贤区工作的亳州人

惊喜地发现，户口迁移、养老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公积金提取等事项可以跨省

通办了，而且很多事项都是线上办理、

一网通办，不用“两头跑”了。

今年 3 月份，亳州市与上海市奉贤

区签订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合作协议，

通过建立两地跨省通办的工作机制，实

现 132项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

一 年 来 ，结 对 合 作 帮 扶 城 市 在 医

疗、教育、政务服务、农业、文旅等方面

合作全面提速，民生共享再出新成果，

让更多群众享受一体化红利。

不出省就能享受到沪苏浙的优质

公共服务资源。医疗方面，沪苏浙的优

质医疗资源加快向皖北城市流动，蚌埠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与浙大二院合作

共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国科学院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

协作医院”在宿州市立医院揭牌。教育

方面，教育交流、合作办学的步伐在加

快迈进，蚌埠选派教师、校长（园长）到

宁波跟班学习，江苏师范大学在淮北建

设附属相山实验学校，亳州市政府与上

海中医药大学合作共建亳州学院中医

药学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金牛湖校区

建成，4000 名学生已入学，与本部校区

实现师资一体化、管理一体化、制度一

体化、教学一体化。

在干部互派挂职方面，更多干部赴

沪苏浙先发地区学习交流，推动思想观

念的解放与创新。今年以来，在省委组

织部的统筹推动下，皖北八市共派出近

200 名干部人才赴沪苏浙有关单位跟班

学习。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一

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高位推动

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工

作，省领导专题研究推进落实举措，带

队赴沪苏浙开展专项对接。皖北相关

市和省有关部门积极落实沪苏浙城市

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政策，探索共建

共享、合作共赢的一些新路径新措施，

取得了显著成果。下一步，将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紧扣“一

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聚焦结

对合作帮扶 7 项重点任务，推动结对合

作帮扶产出更多成果，让“高质量”越来

越高、“一体化”越来越强、“一盘棋”越

下越活。

结对合作帮扶 让“一盘棋”越下越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