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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截至10月11日，全
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 22.2 亿剂次。随
着秋冬季来临，近期，多地已开启加强免疫工作，
开打新冠疫苗接种加强针。

多地开打疫苗加强免疫接种
这里打完加强针后“金码”变“钻石码”

今年9月，浙江、河南等地就提出启动新冠病毒
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工作。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
计，安徽、福建、河南、黑龙江、湖北等10余省份
已明确启动加强针接种。

在湖北，武汉、襄阳、宜昌、黄石、荆州等多
地已启动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工作。截至10
月10日，湖北已有4.071万人完成加强免疫接种。例
如，武汉市已优先对金银潭医院和机场等重点区域
的高暴露风险人员实施加强免疫，目前基本实现了
全覆盖。

广西于 10 月 9 日正式启动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
疫接种，并实施居民免费接种政策，已全程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满6个月的18岁以上人群均可接种。

在福建，厦门、泉州、晋江等地已开启新冠疫
苗加强免疫工作。厦门市卫健委提出，10 月 10 日
起，厦门市针对12岁以上、已经完成两剂次灭活疫
苗或一剂次腺病毒载体疫苗接种满6个月的人群，启
动加强免疫接种。

值得注意的是，据黑龙江省疾控中心10日发布
消息称，完成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的人群，健康码

将由“金码”升级为“钻石码”，作为后续加强针查
验凭证。

哪些人群可打加强针？
今年9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提
到，建议对三类重点人群开展加强针接种。

其中包括口岸、隔离场所，定点医疗机构从业
人员，接触到病毒风险比较高的人群；有免疫功能
缺陷或低下的人群，部分60岁以上的人群以及出国
学习工作交流的人员，尤其是去疫情持续传播国家
的人员。

但在各地对加强针接种工作的要求上，对接种
人群最低年龄限制、是否优先重点人群等规定有所
不同。

在年龄限制上，大多数地区规定本次加强针的
接种对象主要是已经完成疫苗接种满6个月的18岁
以上人群。

但在安徽芜湖、福建厦门等部分地区也开放了
12周岁以上灭活疫苗加强针接种。

在疫苗的选择上，目前各地多针对完成两剂次
灭活疫苗或一剂次腺病毒载体疫苗接种满6个月的人
群。此外，多数地区说明了现阶段优先对重点人群
开展加强针接种，但也有部分地区未将接种对象限
定于重点人群。

具体来说，湖北、广西、福建等地都明确优先
开展重点人群接种，而山东济南、安徽合肥、黑龙

江绥化等部分地区则未明确划定重点人群的限制。
除了新冠疫苗，这种疫苗不能忘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持续地发展，新
冠病毒加速变异传播，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仍然较
高。面对新冠疫情防控持续存在的压力，疫苗无疑
起到关键作用，开展加强免疫，对于保护易感人
群、有效遏制疫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前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
王华庆曾介绍，加强免疫产生的抗体持久力更强。
加强免疫半年之后，虽然抗体水平也有下降，但依
然高于两剂或一剂接种后的峰值。这些都提示，加
强免疫之后会有较好的保护效果。

此外，相关研究表明加强免疫能使得抗体增加
之外，抗体谱也更广了，这意味着它对变异株会产
生更好的保护作用。

王华庆提醒，在疫苗的选择上，目前专家给出
的建议是使用原接种企业生产的疫苗，假如同一个
企业没法满足供应的时候，也要选择相同技术路线
的疫苗来进行接种。也就是说，目前加强针不建议

“混打”。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秋冬防疫的举措，流感疫

苗的接种工作也在各地展开。那么，流感疫苗和新
冠疫苗能同时接种吗？根据今年发布的《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技术指南 （第一版）》 的建议，暂不推荐
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其他疫苗与新冠病毒疫苗的
接种间隔应大于14天。（人民网）

10 余省份开打新冠疫苗加强针，
你的疫苗打了几针？

10月13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
72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各地少先队
组织集中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
我”主题队日活动。

近期，一批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
基地在各地挂牌开放，少先队员纷纷
走进基地，学习历史、感悟精神。

在北京东城区少先队社区成长营
地，队员们学习少年武术，体验陆地
冰壶和冰蹴球运动，还通过手抄报、
故事分享会等展示寻访党的足迹、

“打卡”红色地标的成果。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新设立

为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100 多
名少先队员聆听港珠澳大桥建设历
程，探访古今中外桥文化，学习感悟
建设者的大国工匠精神。

在上海、四川、河南等地，由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旧址、公共文
化场馆等构成的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
基地，组成了红领巾寻访地图，队员
们开展红色讲解等活动，在沉浸式体
验中接受生动的党史教育。

广大少先队员与先进党员面对
面，在榜样故事的感召下，树立从小
学先锋、长大做先锋的理想志向。

在广西，解放军老战士参加新队
员入队仪式，勉励孩子们继承革命先
辈的光荣传统，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
因一代代传下去。

少先队员们来到云南丽江华坪女
子高中寻访张桂梅校长，为她献上鲜
艳的红领巾，致以少先队员崇高的敬
礼。

在天津，前中国女排队员用亲身

经历为少先队员
讲述女排精神，
激励队员们不断
战胜自我、超越
自我，用坚强的
意志品质成就逐
梦人生。

各地少先队
员在有意义、有
意思的活动中受
到启迪，激发梦
想。

鼓 号 激 昂 ，
步伐铿锵。山东
少先队员组织鼓
号队展演，展示
新时代红领巾的
昂扬风采。

在江西，少
先 队 员 们 乘 坐

“红领巾号”列
车，沿途了解红
色历史和少先队
光荣历程，感受
国家发展变迁。

山西、黑龙
江、重庆等地少
先队员在爱党歌曲传唱、红色剧目展
演、红领巾小社团等活动中，度过难
忘的建队纪念日。

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还举行
主题云队课直播活动，各地少先队员
齐聚云端，学习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的伟大精神，立志成为国家栋
梁。（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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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黄山风景区管委会消息，景区
计划于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对迎客
松实施第五次全面体检和综合保护工
程，预计历时15天。

1974年、1979年和1984年的暴雪
以及1998年的风灾均对迎客松的树体
造成了一定损伤。此后几次重大自然
灾害，如2008年特大冰雪、2009年和
2018 年特大冻雨、2012 台风“海葵”
以及 2019 年特大干旱，均平安度过，
这得益于应急保护体系的建立和防护
措施到位。

近年来，通过建立“一树一对
策、一树一批人”、恶劣天气专报等应
急抗灾防护制度，以及成立迎客松保
护应急小分队，建成迎客松气象观
测、红外线监控报警、雷电防护、应
急平台等设施，构建了迎客松监测预
警和应急防护体系，确保极端恶劣天
气下迎客松得到有效保护。

此外，黄山风景区还创新建立了
迎客松保护博士工作室，组建专项科
研团队，加强科研攻关，破解技术难
题，提升保护能力和技术水平。

黄山迎客松位于海拔1680米的黄
山玉屏景区，树高10.08米，树围2.24
米，手臂枝 （倒一枝） 长达 9.42 米，
寿逾千年。曾被中国林学会评定为

“中国最美古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从1981年起专门设立迎客松“专
人守护”岗位，现任的第19任“守松
人”胡晓春曾荣获“全国劳模”“中国
好人”等称号。（新华网）

迎客松将迎来“全身体检” 时长或达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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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大剧场观看精彩的文艺演出，
跟着社区文化中心老师学习书画艺术，
坐在村头的农家书屋里享受阅读时光
……从淮北到江南，一个个文化场馆拔
地而起，成为城乡群众身边举步可就的

“文化会客厅”。
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省不断推

出文艺精品力作，持续完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为满
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新期待提供丰富
的精神食粮。在全面小康的幸福大道
上，江淮儿女不仅收获物质的富足，更
获得文化的充实、精神的享受。

优秀文化成果竞相涌现

近日，安徽乐团创排的大型交响音
乐会《八月桂花》在安徽大剧院隆重上
演，通过展现大别山风土人情，再现革
命战争年代，千千万万英雄儿女在党的
领导下为民族求生存、为国家求独立的
光辉历程，精彩演出赢得观众阵阵热烈
掌声。

“跟随音乐，回溯党的辉煌历史，追
寻英雄的红色记忆，让我和家人都收获
了满满感动。”合肥市民何雅琴带着父
母聆听音乐会，她兴奋地说，由于演出
参与合肥市高雅艺术文化惠民活动，3
张套票只需 60 元。“如今在合肥就能欣
赏高水平的演出，我已经很多年没去南
京、上海的剧场了。”

从交响音乐会《八月桂花》 到音乐
剧 《龙潭三杰》，从黄梅戏 《共产党宣
言》 到话剧 《今夜星辰》，近年来，安
徽演艺集团着力打造彰显徽风皖韵和时
代特征的党史题材文艺作品。集团总经
理李梅梅介绍：“我们深入挖掘安徽红
色文化资源，推出‘艺术党课’系列作
品，将艺术欣赏与党性教育完美结合，
进一步创新党课教育形式载体，尤其受
到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欢迎。”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方面
日益增长的需求，让百姓共享文化发展
成果，始终是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省着力推

动文化繁荣发展，为人民群众擦亮全面
小康的文化底色。文化战线深挖江淮文
艺富矿，徽风皖韵绽放时代芳华，精品
力作喷涌而出。广播剧 《板车女孩》

《小岗新传》、歌曲 《多想对你说》《走
在小康路上》、电视剧《黄土高天》、电
视动画片 《大禹治水》、图书 《经山
海》，在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宣部“五
个一工程”奖评选中，“文化皖军”硕
果累累，7部作品荣获“优秀作品奖”。

公共文化设施覆盖城乡

嘹亮的歌声向祖国母亲献上由衷祝
福，飒爽的舞蹈展现农民的幸福心声。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来安县施官镇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举办“庆国庆 颂祖
国”文艺演出活动，农民自编自导自演
的节目吸引众多乡亲前来观看。顿邱村
村民蔡莎莎说：“在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我们不仅能来跳舞、看书、下棋，
还能欣赏精彩演出，文化娱乐生活越来
越丰富！”

2016 年，施官镇投入资金 100 万
元，将镇文化站升级为占地2000平方米
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电子
阅览室、文体活动室等多个馆室“打
包”入驻，并配置了乒乓球桌、棋牌
桌、跑步机等运动器材，农家书屋藏书
更达到1000余册。

施官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熊
爱红长期扎根基层文化岗位，见证着文
化站到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更新换代。

“现在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已经成为
集图书阅览、宣传教育、科技推广、科
普培训、文艺娱乐和青少年校外活动等
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文化大院’。”熊爱
红说，“我们平均每天接待近300名参与
文体活动的群众，农闲时节、茶余饭后
到文化服务中心转一转已经成为很多周
边群众的习惯。”

公共文化场馆为民所建、为民共
享，在广大基层扎下牢固的文化阵地。
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全省不断完善公
共文化设施网络。截至目前，我省共有

图书馆 131 个、文化馆 123 个、博物馆
232 个、美术馆 34 个，乡镇 （街道） 综
合文化站 1437 个，村级文化中心 17400
多个，实现省有“四馆”（图文博美）、
市有“三馆”（图文博）、县有“两馆”
（图文）、乡镇 （街道） 有文化站、村
（社区） 有文化中心，覆盖省市县乡村
五级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基本建
立。

文化惠民工程补齐短板

日前，夜幕降临，明光市龙山社区
盛唐广场渐渐热闹起来，一场“红色电
影进广场”主题活动拉开帷幕。电影

《迫降乌江》 在银幕上展开扣人心弦的
故事，将漫步广场的市民聚拢在一起，
共同感受令人心潮澎湃的红色记忆。

“我们精选优秀红色电影进广场、进
社区、进村镇，把文化惠民政策落到实
处，让城乡群众在家门口畅享免费‘电
影盛宴’。同时，把‘露天电影’作为
传播红色文化的窗口、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抓手，带领群众在银幕上学党史、
感 党 恩 ， 在 红 色 历 史 中 汲 取 奋 进 力
量。”明光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秦荣先
说。

全面小康，既要有物质充裕的“生
活小康”，又要有精神富足的“文化小
康”。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省深入
实施农家书屋、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广
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和“送戏进
万村”等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补齐农村
文化建设短板，让百姓的文化获得感更
加实在。

到村头的农家书屋寻找种植养殖的
农业知识，在村中礼堂里观看正在热映
的国产大片，聚到广场上欣赏精心编排
的文艺演出，在田间劳作的同时收听大
喇叭播报的国内外大事……如今，一项
项文化惠民工程落地生根，全面覆盖全
省1.5万多个行政村。看书、看电影、看
戏、看电视、听广播，乡亲们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的文化福利。

（安徽日报）

【喜迎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丰富精神食粮 满足美好生活新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