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14 日公布
《关于印发新冠病毒疫苗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
种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现阶段可在第一剂
次加强免疫接种基础上，在感染高风险人群、
60岁以上老年人群、具有较严重基础性疾病人
群和免疫力低下人群中开展第二剂次加强免
疫接种。第二剂次加强免疫与第一剂次加强
免疫时间间隔为 6个月以上。

根据实施方案，所有批准附条件上市或紧
急使用的疫苗均可用于第二剂次加强免疫。
优先考虑序贯加强免疫接种，或采用含奥密克
戎毒株或对奥密克戎毒株具有良好交叉免疫
的疫苗进行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有关组合
如下：

3 剂灭活疫苗+1 剂康希诺肌注式重组新
冠病毒疫苗（5型腺病毒载体）；

3 剂灭活疫苗+1 剂智飞龙科马重组新冠
病毒疫苗（CHO细胞）；

3 剂灭活疫苗+1 剂康希诺吸入用重组新
冠病毒疫苗（5型腺病毒载体）；

3 剂灭活疫苗+1 剂珠海丽珠重组新冠病
毒融合蛋白（CHO细胞）疫苗；

2 剂康希诺肌注式腺病毒载体疫苗+1 剂
康希诺吸入用重组新冠病毒疫苗（5 型腺病毒
载体）；

3 剂灭活疫苗+1 剂成都威斯克重组新冠
病毒疫苗（sf9细胞）；

3 剂灭活疫苗+1 剂北京万泰鼻喷流感病
毒载体新冠病毒疫苗；

3 剂灭活疫苗+1 剂浙江三叶草重组新冠
病毒蛋白亚单位疫苗（CHO细胞）；

3 剂灭活疫苗+1 剂神州细胞重组新冠病
毒 2价 S三聚体蛋白疫苗。

实施方案要求确保接种安全。各地要继
续把接种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严格按照《预防
接种工作规范》要求，规范组织接种实施。各
地卫生健康部门要落实接种单位有二级以上
综合医院急诊急救人员驻点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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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有”要求，保障接种
安全。接种单位要做好加强免疫的接种信息
登记和疫苗流向管理，及时准确更新免疫规划
信息系统和预防接种凭证中接种记录相关内
容。 据新华社

新冠疫苗第二剂加强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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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日前
印发《依托县域医共体提升农村地区新
冠肺炎医疗保障能力工作方案》。

《方案》要求，发挥县域医共体牵头
的县级医院在农村地区医疗服务体系中
的龙头作用，指导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
室做好对辖区内老年人合并基础疾病等
特殊人员实施健康监测，形成县、乡、村三
级联动的医疗服务体系。统筹城乡医疗
资源，按照分区包片原则，建立健全城市
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与县级医院帮扶

机制，畅通市县两级转诊机制，提升农村
地区重症救治能力，全力保障农村地区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完善对口帮扶机制，形成新冠肺炎
医疗服务城乡联动。以省内城乡医院对
口帮扶关系为基础，遴选省内城市综合
实力较强的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按
照分区包片原则，与各县（市）建立对口帮
扶机制，以“一对一”紧密帮扶为基础、“一
对多”灵活帮扶为补充，组建覆盖辖区内
所有农村地区的新冠肺炎医疗服务城乡

联动工作组，通过下沉巡诊、派驻专业人
员、建立远程医疗协作网等方式，提升农
村地区新冠肺炎医疗服务能力。县域医
共体牵头的县级医院、定点医院、亚定点
医院应当加入工作组，联合做好农村地
区新冠肺炎患者的分级分类救治。

提升县域新冠肺炎医疗救治能力。
县域医共体牵头的县级医院要在 12月底
实现以下目标：做好重症医疗资源准备；
做好重症医学专业相关医护人员准备；加
强缓冲病房建设；做好传染科建设。提高

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能力，包括加强乡镇
卫生院发热诊室（门诊）设置、加强基层医
疗卫生人员培训、增强村卫生室医疗服务
能力、充分发挥信息化的支持作用。

明确县域分级诊疗流程。以乡镇
卫生院为主体落实基层首诊和居家治
疗；落实定点医院、亚定点医院的分类
收治；落实县域医共体牵头县级医院的
重症救治；做好患者转诊衔接工作。

（白剑峰）
据《人民日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
日前发布《关于做好新冠肺炎互联网
医疗服务的通知》。

《通知》要求，医疗机构（包括互联
网医院、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的医疗
机构）可以通过互联网诊疗平台，依据
最新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有
关要求，为出现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
患者、符合《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
指南》居家的，在线开具治疗新冠肺炎
相关症状的处方，并鼓励委托符合条
件的第三方将药品配送到患者家中。

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过
程中，若发现患者病情出现变化或存
在其他不适宜在线诊疗服务的，医师
应当引导患者到实体医疗机构就诊。

为方便人民群众获得健康咨询、
就医指导、预约诊疗等服务，降低交叉
感染风险，鼓励医疗机构提供 24小时
网上咨询服务，为儿童、孕产妇、老年
人、透析患者和合并基础疾病的患者
提供就医及心理咨询、用药指导等服
务，同时积极开展分时段精准预约，缩
短患者到院后等待时间。

鼓励医联体内上级医院通过远程
会诊、远程诊断、远程培训等方式提高
基层医疗机构对高风险人群的识别、
诊断和处置能力。

县级及以上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应当加强对互联网诊疗服务的监
管，医疗机构应当落实互联网诊疗服
务的医疗质量安全责任，确保线上线
下医疗服务一体化、医疗质量安全同
质化。

（白剑峰）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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