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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市民担心，除了高风险区外，大部
分地方都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而且
除了公共场所，其他不需要查验核酸了，万一
社会面还有潜在的无症状感染者，如何才能
发现呢?万一他一直不做核酸，一直都在社会
面活动，会不会造成感染呢?12 月 4日，市政
府新闻办举行第158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畔就
此进行了回应。

李畔说，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有一套自己的
监测预警网络和体系。按照国家第九版方案和
二十条措施的要求，我们不得扩大核酸检测的
范围，一般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域核酸检测，不
重复检测、不加码检测。我们当前的核酸检测
就是便民的“愿检尽检”，除了高风险区、隔离
点，一些需要开展核酸检测的地方。

重点人群也要做核酸检测，重点人群主要
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风险人群的监测，风险人
群就是暴露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较高，这类
人群通常是指快递、外卖、酒店、商场、超市、
农贸市场这些地方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的
活动范围非常广，接触的人非常多，存在一些
潜在的感染可能性，他们也可能会接触到一
些感染者，风险要高一些。我们会对他们开
展定期的核酸检测，比如近段时间每天都检
测的快递小哥。

第二类叫重点岗位人群核酸检测，重点岗
位通常是指比如出入境工作岗位，一些跨境的
交通工具司乘人员，一些交通的维修、搬运、装
卸人员，还有就是医院发热门诊、隔离场所等
高风险岗位的人员。对重点岗位人群，我们会
主动监测、及早发现可能的感染情况。

李畔说，对医院发热门诊看病的这部分
人，会着重进行监测，要进行流行病学史询
问、症状监测，同时通过开展核酸检测来判断
是否有新冠病毒感染的情况发生。

“大家没有必要过度担心，目前这一套系
统是作为流行病学公共卫生方面比较成熟的
病毒监测预警网络，对于我们及时发现疫情、
及时处置疫情是行之有效的，三年来我们都
是依靠该监测网络开展相应的监测。”李畔
说，实际上，他们还会对一些环境定期开展监
测，比如进口的物品、冷链的场所，保证及时
发现疫情、及时处置疫情。

另外，当前的重庆疫情还处在高位，大家
切记不可以掉以轻心，不能放松警惕，做好自
身的个人防护，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做好自
我健康监测，如果有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就
近到发热门诊就诊。（据重庆日报客户端）

本报讯（记者 周新宇）近日，
随着重庆逐渐有序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熟悉的“烟火气”逐渐
回来了，复工复产、复市复商持续
推进。大家要投入到年终紧张的
工作中，不仅要完成工作考核还
要注意科学适度防护。今天，为
你送上返岗小贴士，助你把复工

“战斗值”直接拉满。
有的市民已离岗时间很长，突

然要回到可能比以前节奏更快的
工作中，会有不适应，需要一点时
间慢慢调整。

首先，做好自己作息的管理。
一定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
眠，把吃饭、睡觉的时间固定下来，
并留一点时间给运动。这样，我们
才能有更好的状态投入工作。

其次，制定合理的方案或目
标。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工作上
扑面而来的压力，会面临很多重
要项目，在这个过程中，要给自己
制定合理的方案或目标。

我们可以把一些紧急的目标
放在前面，一些不太急的任务先
放一放。我们也可以调整目标的
难度，把一些简单、容易做到的目
标放在前面，把一些困难的目标
放在远期。这样，可以帮助我们
调整节奏，积累信心，尽快回到工
作状态。

做好应激心理问题干预。疫
情期间，绝大部分人可能出现应
激下的心理问题，这是短暂的，可
以自行治愈。少部分人可能会发
展成一些慢性应激问题，甚至出

现严重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因
此，需要及早筛查，如果有问题，
及时到专业机构进行全面检查和
个体化干预。

保持防护卫生习惯，办公区
域人员流动量大且密集，注意自
我防护。准备好口罩、免洗消毒
液等物品用于通勤。步行、骑
行、自 驾 上 下 班 ，与 人 保 持 距
离。拿快递、文件后洗手，键盘
鼠标定期消毒。与同事保持距
离非心理疏远，减少身体接触不
是拉开心理距离，同事间多联
络。工作期间，保持 1 米以上的
安全距离交流。参加会议时全
程戴口罩，在食堂错峰用餐。下
班及时回家，不参加聚会，不去
封闭空间。

本报讯（记者 周新宇）随着
我市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生
产生活秩序逐步有序恢复，为做
好当前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出行疫
情防控工作，12月4日，重庆交通

开投公交集团、重庆交通开投轨
道集团提示广大市民，乘坐公交、
轨道交通请做好个人防护。

规范佩戴口罩，确认口罩鼻夹
侧朝上、深色面朝外，确保同时遮

盖口鼻和下巴并压实鼻夹；在公交
车、轨道列车、轨道车站不摘口罩、
不饮食；自觉出示健康码，绿码乘
车；保持1米社交距离；自觉接受
体温检测。

本报讯（记者 周新宇）重
庆 交 通 开 投 轨 道 集 团 发 布 消
息，自 12 月 5 日 6 时 30 分起，重
庆地铁环线、地铁 1号线、单轨 2
号线、单轨3号线、地铁5号线、地
铁 6号线、地铁国博线、地铁 9号

线、地铁10号线，所有站点已做好
常态化消毒、通风等工作，恢复运
营服务。

恢复运营后，轨道列车的发
车频率成为众多市民关注的重
点。尤其是早高峰时期，不少上

班市民表示，“发车间隔时间太
长”“3号线人多、车少”“因为发车
频率问题，复工第一天迟到”等。
针对上述问题，该集团回应称，

“会根据客流需求动态增加列车，
请市民不用担心”。

11月 2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
发《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优化服
务、提供便利、多措并举、强化动员，加快
提升 80 岁以上人群接种率，继续提高
60—79岁人群接种率。

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情况如何？做好老年人接种有什
么重要意义？记者日前采访了有关负责
人和专家。

我国老年人接种率不低，但不同
年龄层次差异较大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11月28日，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
覆盖人数为 2亿 3940万人，完成全程接
种2亿2816.5万人，覆盖人数和全程接种
人 数 分 别 占 老 年 人 口 的 90.68% 和
86.42%，完成加强免疫接种 1 亿 8151.1
万人。其中80岁以上老年接种的覆盖人
数为 2742.6 万，完成全程接种 2356.3 万
人，覆盖人数和全程接种人数分别占80
岁以上人口的76.6%、65.8%，完成加强免
疫接种1445.6 万人，约占80岁以上人口
的40%。目前，还有约2500万60岁以上
的老人未接种疫苗。

“总体上看，我国老年人的接种率不
低，但不同年龄层次差异较大，80岁以上
的老年人接种率较低。”国家疾控局卫生
免疫司司长夏刚介绍，在基层调研中发
现，尚未打疫苗的老年人群往往有三方
面情况：一是对新冠病毒感染的风险意
识不足，觉得自己日常活动范围有限，接
触病毒的机会比较少；二是有些本身有

基础疾病，担心疫苗接种会发生异常反
应，对接种有顾虑；三是部分老年人存在
行动失能或半失能情况，因此感到接种
不方便。“接下来，要整体提高老年人的
接种率，同时重点对80岁以上的老年人
做好接种工作。”夏刚说。

接种疫苗能有效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

有些人对我国的新冠病毒疫苗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心存疑虑，认为老年人接
种可能有危险。有关专家表示，这种认
识是错误的。

我国新冠病毒疫苗安全性有保证，不
良反应率很低。截至目前，我国已有5款
新冠病毒疫苗获批附条件上市，其中中
国生物、科兴中维、康希诺等3款疫苗已
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认证。近
日，科兴中维生产的新冠病毒疫苗成为
全球首个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使用年龄
扩展至3岁及以上的新冠病毒疫苗。

“我国新冠病毒疫苗对老年人非常
安全。国内已经接种了34亿剂次，向境
外提供了 20 多亿剂次。中国疾控中心
的不良反应监测情况表明，新冠病毒疫
苗的安全性与我们常年接种的其他疫苗
的安全性是相当的，老年人的不良反应
发生率还略低于年轻人。全球有 30 多
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和元首接种了我国的
疫苗，都很安全。全球60岁以上的人接
种中国新冠疫苗超过10亿剂次，均显示
了良好的安全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
郑忠伟说。

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感染新

冠病毒后出现重症和死亡的风险更高。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
说，60岁以上老年人是感染新冠病毒后
引发重症的危险人群，特别是80岁以上
的高龄老人更是重症的高危人群。在临
床当中，有基础病，特别是有心脑血管疾
病、呼吸系统疾病、肿瘤、慢性肾功能不
全等疾病的人群，感染新冠病毒以后引
发重症的风险更高。

“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降低重症和死亡
风险。建议没有禁忌症、符合接种条件
的人群，特别是老年人，应当尽快接种新
冠疫苗，符合加强接种条件的要尽快加
强接种。”郭燕红说。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对80岁以上的老
年人保护作用更明显。郑忠伟介绍，80
岁以上的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后，如果
一针疫苗不打，死亡风险大概是14.7%，
接种一剂疫苗，死亡风险降到7.16%，如
果接种三剂疫苗，死亡风险就降到了
1.5%。“呼吁 80 岁以上的老年人要加快
推进疫苗接种，特别是加强针的接种。”

第一剂次加强免疫与全程接种
时间间隔调整为3个月以上

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是否可以打新
冠病毒疫苗？

郑忠伟说，从国内外疫苗接种的情况
来看，慢性疾病并不是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的禁忌症，包括肿瘤、高血压、糖尿病、
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只要健康状况稳
定，药物控制良好，均不作为接种禁忌。
医务人员应科学判定接种禁忌，比如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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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感染性疾
病处于发热阶段暂缓接种。严重的慢性
疾病处于急性发作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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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疾病处于进展期等暂缓接种。

“生活范围窄和居家的老年人也应该
接种疫苗。”郑忠伟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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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为老年人接种加强针疫苗提
出了多个不同路线新冠疫苗的组合推
荐。郑忠伟说，无论哪一种组合都建立
在科学的临床研究和真实世界研究之
上，经过严格的专家论证。

《方案》把第一剂次加强免疫与全程
接种时间间隔调整为3个月以上。郑忠
伟说，研究发现，3个月间隔与 6个月间
隔产生的有效性基本相当，安全性有保
障。缩短为3个月，经过了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专家组
的科学论证，报请了相关部门批准。现
在全球大多数国家也把间隔时间缩短到
了3个月或4个月。

“接下来，针对老年人疫苗接种工
作，我们要在接种服务的便利性和优化
接种服务上下更多功夫。”夏刚表示，在
前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开设绿色
通道。各地将设立临时接种点，安排一
些流动接种车，方便老人接种。对于失
能和半失能老人，将安排具有丰富诊疗
和接种经验的医务人员上门提供接种服
务。（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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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岗把“战斗值”拉满
这些小贴士可帮到你

重庆轨道交通全部站点恢复运营

市民乘坐公共交通——
做好这些事 增强自我防护

《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印发

加快提升80岁以上人群接种率
继续提高60—79岁人群接种率

轻轨交通恢复运营 本报记者 周新宇 摄

中共重庆市渝北区委宣传部 重庆市渝北区融媒体中心 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