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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疫苗
急不急?

截 至 2021 年 3 月 22 日 24
时，我国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8046.3万剂次，接种人数稳步增
长。

“要高度重视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工作，持续加大接种力度。”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疫苗接种
工作协调组负责人、国家卫生健
康委主任马晓伟说。

专家介绍，新冠肺炎疫情仍
在全球流行，随时可能因传染源
引入而导致疫情在国内流行，所
以必须通过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早日让我国更多人群获得免疫
力、保护力。

哪些人群
重点接种?

加快推进疫苗接种，将在整
体推进基础上突出重点。

记者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获悉，我国将集中力量推进医
卫、交通、教育等重点行业人群
接种，多措并举推进大型商超、
大型企业、大型商务楼宇等重点
单位人员接种。

有关负责人指出，医疗卫生
人员身处一线，本身就是高风险
人群，疫苗接种将具有很强的示
范作用。

突出重点地区，要优先保障
疫情发生风险高的大中型城市、
口岸城市、边境地区，保障人群
聚集的省会城市。突出重点人
群，要优先接种边境县（市、区）、
重点口岸地区人群，优先安排劳
动密集型行业、高校学生和学校
教职工等人群。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
级巡视员贺青华说，下一步继续
按照区分轻重缓急，坚持知情、
同意、自愿、免费接种，常态化防
控与接种工作相统筹，依法审慎
稳妥有序落实地方属地责任和
行业监管责任。

60岁以上人群
怎么办?

在充分评估健康状况和被
感染风险的前提下，部分地区已
经开始为 60 岁以上身体条件较
好的老年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记者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获悉，在临床试验取得足够安
全性、有效性数据以后，下一步
将扩大规模、稳步有序开展 60
岁以上人群的疫苗接种，将制定
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患者
接种指引。

慢性病、过敏
能否打疫苗?
哪些慢性病患者不能打疫

苗？过敏多严重，会影响疫苗接
种？针对公众的多重疑虑，专家
也给予了明确答复。

贺青华说，目前上市的 4 款
疫苗在说明书中对于接种禁忌
有明确界定。

公众在接种疫苗时需如实
向医生告知身体健康状况及既
往病史、过敏史等信息，包括慢
性病患病史，以便医生进行综
合评价，判断是否适合接种疫
苗。

“随着研究数据不断积累，
暂时的禁忌会发生改变。”中国
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
华庆说，对疫苗或疫苗成分过敏
的人不能接种，因食物、花粉或
其他药物如青霉素过敏，仍可以
接种疫苗。

接种能力
咋提高?

要加快推进国民全人群免
费接种，尽快设置足够的接种
点，配足配好人员成为关键。

马 晓 伟 表 示 ，未 来 要 充 分
挖掘现有接种点潜力，同时在
有 条 件 的 二 级 医 院 增 设 接 种
点，并且在人口集中区域或集
体单位设置临时接种点、移动
接种点，推动疫苗接种工作进
学 校 、进 工 厂 、进 工 地 、进 社
区。此外，精准安排配送计划，
保障冷链运输条件，加强省域
内疫苗调配，充分考虑两剂次
灭活疫苗弹性时间间隔，预判
疫苗供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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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养老：
答案不止一个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关键举措。“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了“整合利用
存量资源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积极发展农村
互助幸福院等互助性养老”等多项具体措施。

“‘十四五’时期，民政部将把城镇中的闲
置社会资源，经过一定程序整合改造成社区养
老设施，同时配合有关部门将新建或改造建设
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纳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范围。”李邦华介绍，依托养老服务设施，还将
在街道、社区范围内大力发展综合性养老服务
机构，将养老服务延伸到家庭和社区。

针对互助性养老，李邦华表示，民政部将
根据地方实际需求，推动农村幸福院、养老大
院等互助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
方给予相应补贴，推进“时间银行”试点，探索
互助性养老的更多新形式。

“2022年底前，确保每个县至少建有一所以
失能照护为主的县级敬老院，优先满足失能特
困人员的照护需求。”李邦华说，按照“十四五”规
划纲要提出的“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
到 55%”要求，民政部将在相关政策中进一步明
确目标，同时对现有养老床位进行改造升级。

最大需求：
适老化改造迫在眉睫
树高千尺，叶落归根。调查显示，我国九

成以上的老人倾向于居家养老。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身体能力逐渐衰

弱，对居住环境的安全性、便利性要求也不断
提高，居家适老化改造迫在眉睫。

“‘十四五’时期，民政部计划支持 200万户
特殊困难家庭适老化改造。”李邦华介绍，民政
部还将引导有条件的地方将改造对象扩大到
其他有需要的老年人家庭，不断提升老年人居
家养老的安全性、便利性和舒适性。

李邦华介绍，居家适老化改造将采取施工
改造、设施配备、老年用品配置等方式，着力改
善老年人的居家生活和照护条件。

针对“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推进公共设
施适老化改造”要求，李邦华表示，民政部将配合
有关部门，以满足老年人社区养老、日常出行等需
求为目标，大力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

权益保障：
更多关注特殊困难群体
“十四五”规划纲要对强化老年人权益保

障提出明确要求，特殊困难老年人群体正是老
年人权益保障的重要对象。

“近年来，各地普遍建立了老年人福利津补贴制度，基本实现省
级全覆盖。”李邦华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已有
3000多万老年人享受了不同类型的福利津补贴。

他表示，“十四五”时期民政部门还将从三方面入手完善老年人
福利津补贴制度。一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老年人福利津补贴提
标扩面。二是推进对象精准化，更加聚焦经济困难的失能、高龄老
年人。三是提升规范化、便捷性，解决智能化技术应用给老年人福
利津补贴申领带来的困难。

特殊困难失能留守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方面，李邦华表示，民政部
将在农村留守老年人探访关爱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城乡一体的特
殊困难失能留守老年人探访关爱
制度，将探访关爱工作从农村拓展
到城市，从留守老年人拓展到城乡
特殊困难老年人。

“民政部将指导各地通过日
常巡访掌握老年人基本情况，发
现重大风险隐患时，第一时间向
巡访对象的赡养人（扶养人）通
报，必要时协助其向有关方面申
请紧急救援，防止冲击社会道德
底线的事件发生。”李邦华说，民
政部还将逐步建立全国探访关爱
基础数据库，为精准帮扶、精准关
爱提供数据支撑。 据新华社

加快推进新冠病毒疫苗国民全人群免费接种

我国将构筑
最大免疫屏障

来自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最新消息显示，中国新冠病毒疫苗海内外接种过亿，
疫苗安全有效，接下来将加快推进国民全人群免费接种。

从高风险、重点人群，到普通人群，这将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疫苗接种。
全力以赴增加产量；集中力量推进医卫、交通、教育等重点行业人群接种；稳步有

序推进60岁以上人群接种；把握好疫苗接种的禁忌和注意事项；加强疑似异常反应
监测……

一系列重要举措，旨在让疫苗最大程度惠及群众，尽最大努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安全底线
如何守?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
要 求 ，我 国 推 进 接 种 要 做 到“ 四
有”——有驻点急诊急救人员，有
急救设备药品，有 120急救车现场
值守，有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救治绿
色通道。

马晓伟强调，要继续实行前期
行之有效的做法，加强疑似异常反
应监测，加强接种后人员跟踪随
访，做好信息报告和管理。对迟发
严重疑似异常反应高度关注，畅通
转诊渠道，全力组织救治。

王华庆提示，妊娠期和哺乳期
的妇女不宜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在接种后如果发现怀孕，不建议采
取终止妊娠等医学措施，但要做好
孕期随访和定期检查。

疫苗产量
能否跟上?

我国在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和
生产中取得重要进展，目前疫苗日
产量从 2 月 1 日的 150 万剂，已提
升至目前的 500万剂左右，累计供
应国内超过 1亿剂。

截至 3月 20日，国药中生北京
公司、国药中生武汉公司、北京科
兴中维公司、天津康希诺公司 4家
企业疫苗获批附条件上市，安徽智
飞龙科马公司疫苗获准紧急使用，
我国成为全球新冠病毒疫苗上市
最多的国家。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
表示，疫苗质量安全始终是第一
位，要摆在生产供应工作的首要位
置。要严格落实质量管理体系，确
保大规模放量下疫苗质量的安全
稳定。 据新华社

构筑最大免疫屏障 新华社发 勾建山 作

养老，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

化社会。到2025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
人口将突破3亿。

立足新发展阶段，“十四五”规划纲要以
满足亿万老年人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心，提出
一系列发展目标和措施。目标如何实现？
措施如何落实？记者近日专访了民政部养
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