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 10亿剂次，疫苗接种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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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卫健委 20日通报，截至 6

月 19日，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超 10

?剂次。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实施

的规模最大的接种工作迎来一个重
大里程碑节点。2020 年 12 月 15

日，我国正式启动重点人群新冠疫
苗接种工作。今年 3月下旬开始，国

家加快推进国民全人群免费接种。

3月 24日，我国启动新冠疫苗
接种“日报制”。从 1?剂次到 2?

剂次，用了 25 天；从 2 ?剂次到 3

?剂次，用了 16天……5月以来，

新冠疫苗接种进入“加速跑”，从 9

?剂次到 10?剂次仅用 5天，日均

接种量超过 2000万剂次。

疫苗接种的“中国速度”离不开
研发、生产、运输等环节的高效接力。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负责

人曾益新接受记者专访时介绍，我国
坚持早部署、多路线，2020年 2月就

成立专班，新冠疫苗研发速度与数量
始终处于世界第一方阵。

新冠疫苗研发项目从启动，到
全球首个开展临床研究，仅用时 2

个月；到我国历史上首次开展疫苗
紧急使用，仅用时 4个月；到我国历

史上首次开展疫苗境外Ⅲ期临床试
验，仅用时 5个月；到获批附条件上

市，仅用时 11个月。

疫苗企业全力挖潜增产，加快产
出供应，强化质量安全保障；对执行

疫苗货物运输任务的车辆实行免费、

不停车、优先快捷通行政策；疫苗接
种点提高信息化水平，配备急救急诊

人员、急救设备药品、120救护车、医
院救治绿色通道，提供便捷、完善的

接种服务；科学确定前后两剂次接种
安排，做好异常反应监测处置，确保

接种安全……细致周到的政策安排，

为人们安心接种筑起坚强后盾。
曾益新表示，国内大规模接种充

分显示，我国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
性，一般反应、异常反应发生率均低

于 2019年我国常规接种的各类疫苗
平均报告水平，预计到今年年底前，

完成至少 70%的目标人群接种。

一年多来，新冠疫情起伏反复，
病毒频繁变异。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抗

疫斗争中，中国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全
球人道主义行动。目前，中国已有 2

个疫苗列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
在产能有限、自身需求巨大的情况

下，中国履行承诺，已经向国际社会

提供了超过 3.5?剂疫苗，包括向 80

多个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

援助，向 40多个国家出口疫苗。
专家表示，近期发生的本土病例

提示，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国外发现
的变异株传播能力增强，但我国现有

疫苗对变异病毒仍有可观保护效果。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表示，广
东的确诊病例中，没有接种过疫苗的

人群转为重症或者发生重症的比例
显著高于接种疫苗的人，“这表明应

对变异病毒接种疫苗仍有保护作
用。”目前，我国新冠疫苗接种已覆盖

18岁以上人群。在全国各地，不少高
龄老人也加入了接种队伍，年龄最大

者超过了 100岁。国家卫健委疾控局
二级巡视员崔钢表示，国家有关部门

已经批准了 3至 17岁人群可以开展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紧急使用，国家会

根据疫情形势、防控工作需要和相关
人群特点，组织专家研究制定针对 3

至 17岁人群接种的具体政策。
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不

能麻痹大意。“疫苗是生物学手段，
戴口罩是公共卫生手段，两者并不

排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
专家吴尊友提醒，在群体免疫尚未

建立的情况下，无论是否打疫苗，戴
口罩要成为日常“标配”。

新华社记者 陈席元 徐鹏航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0日电）

超10亿：疫苗接种跑出“中国速度”
预计到今年年底前，完成至少 70%的目标人群接种

    “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谢

谢配合。”
昨天傍晚，一名中年男子推着

一部电动自行车走入长宁区海信
花苑居民楼。刚进电梯轿厢，立即

被智能摄像头捕捉到，伴随着灯光
闪烁，一段语音提示反复响起，同

时电梯门也始终处于敞开状态，停

止运行，直到电动自行车被推出电
梯，才停止报警恢复使用。

记者昨天从上海长宁警方获
悉，为了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

造成火灾事故，长宁分局江苏路派
出所全力为群众办实事，对 36个

小区的 90 部电梯试点安装“梯
控”，确保“车不入楼”，得到居民群

众的好评。

今年 5月 10日，成都一小区发
生电梯内电动自行车爆燃事故。导

致 5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仅有 5

个月大的婴儿，引起社会强烈关注。
“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已调研发

现辖区电动自行车楼道充电火患突
出，今年直接引发的火灾就有 3

起。”江苏路派出所所长朱俊晔昨天
告诉记者，为了破解电动自行车进

电梯的顽症，今年 4月初，江苏路派

出所就决定在充电乱象较为突出的
海信花苑进行“梯控”项目试点，对

4部电梯实施智能化改造。
经过充分协调，仅用了 2周，

派出所就完成了各方动员，4部电

梯成功安装调试并投入使用。

“零”的突破，得到群众的点赞
支持。派出所总结经验，推广试点，

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广
泛发动各电梯小区开展宣传，推动

物业公司出资参与建设。对那些有
安装意愿但资金筹集困难的小区，

则按照“物业出一点、居民拿一点、

街道托一点”的众筹模式，打通“梯
控”建设的堵点。

“我们对 36个电梯小区的 90部
电梯进行了细致排摸，力争‘应装尽

装’。”江苏路派出所教导员张佳告

诉记者，目前建成和在建的“梯控”

电梯已有 48台，剩下的 42台将分
两个阶段推进落实，做到“全覆盖”。

“堵”的同时，派出所也充分考
虑居民充电需求，配套推出“四个

一”的举措：划定一片专门区域，安
装智能充电桩；组织一轮入户宣

传，普及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和充

电知识；开展一次集中整治，及时
清理“僵尸车”和“飞线”充电隐患；

组建一支巡防队伍，设立小区公
约，对违规居民开展劝阻。

“这些措施同步推进后，2个

多月来涉电动自行车火警做到了

‘零发生’。”张佳说。
“除了动态隐患清零，今年我

们还探索多种方式为群众办实
事。”朱俊晔告诉记者，比如通过

“错时停车”，化解愚一小学校门口
的交通乱象；联合网红商家开发台

卡、餐垫、封包贴等多种形式宣传

品，对青年人开展反诈宣传；建立
“一网联防”机制，加强道路疏导，

快破民生“小案”……这些主动作
为，不仅群众点赞，也让更多民警

感悟初心。 首席记者 潘高峰

江苏路派出所推动智能化改造破解顽症

    上海动物园的垃圾箱增加动物

元素，可回收物投口形状各异，小区
垃圾箱房“微改造”，试点“建筑垃圾

不落地”……上海实施垃圾分类已
近两年，垃圾分类如何更“精细化”？

记者近日获悉，上海探索垃圾分类

精细化，全市地标和窗口区域可回
收物精细化分类将逐步推广。

上海动物园广场上，几组崭新
的垃圾箱变身“斑马箱”，引来不少

小朋友好奇围观。仔细看，可回收物
桶的投口更有玄机，原本一个大口

分为了三个小口———扁平的投废旧

纸张，圆形的扔易拉罐等废金属，方
形的投油桶、矿泉水瓶等废塑料。不

同投口内部，对应着不同的收集容
器，将可回收物分门别类收集。

程家桥街道城市运行管理中
心主任于义忠介绍，投口的数量和

形状也是根据调研决定的。“我们

观察发现，在道路和公共场所中，

可回收物投放最多的是塑料瓶，其
次是纸张。而在动物园区域，因为

来玩的小朋友多，牛奶盒也多一
些，所以投口特意做成方形的。”此

外，扩大投口且将投口边缘做成了
斜坡式，便于孩子们投放。

垃圾桶“变身”，只是程家桥街

道垃圾分类迈向 2.0版本的内容之
一。这个从 2017年就开始进行垃圾

分类探索的街道，囊括了居民区、沿
街商铺、学校、企事业单位、虹桥机

场、上海动物园等各种类型的区域，
如何令垃圾分类更“精细化”？

在程桥二村、新程小区、机场

新村三个小区，最近推出了一种拖
挂式铁皮箱。居民只要在网上申

报、缴费，就能将按袋收费的装修
垃圾投入铁皮箱。箱子有自动预警

功能，满溢就会报警，物业会及时
通知清运公司将箱子运走。这就是

程家桥街道垃圾分类新示范中，对

于“建筑垃圾不落地”的探索，程家
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游雁表示，正在探索将其纳入一网
通办、一网统管中，在有条件的小

区逐步实施装修垃圾、大件垃圾便
民收运服务新模式。此外，诸如程

桥二村等小区内的垃圾箱房，也悄

悄“变身”，在一平方米的空间里进
行“微改造”。箱房里新装了一排不

锈钢格子，可以暂存各种可回收
物，解决了可回收物存放的难题。

记者获悉，程家桥街道联手上
海市资源利用和垃圾分类管理事

务中心、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虹桥国际机场公司、上海动物园、
上海地铁第一运营有限公司进行

共建，开启“垃圾分类新示范”。
在任务清单中，包括推进地标

和窗口区域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试
点、区域内所有餐饮企业开启“微减

量、为健康”光盘行动、改造垃圾箱

房使其成为环境优美的“网红打卡
地”等，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而在全市层面，各区的地标和
窗口区域都在逐步推广可回收物精

细化分类。上海市资源利用和垃圾
分类管理事务中心单位垃圾分类推

进科副科长郁海峰透露，目前，诸如

一大会址周边、徐家汇商圈、九六广
场、嘉里中心等处，都已启用“一口变

多口”的可回收物桶，下一步将对试
点区域的投放数据进行分析，让申城

垃圾分类投放和回收的精细度获进
一步提升。 本报记者 金旻矣

上海探索垃圾分类精细化

可回收物桶“一口变三口”

36个小区试点“梯控”确保“车不入楼”

    10亿剂次接种！ 昨?，这个好

消息被热传， 尤其是新华社的一张

蓝色海报，更是在各种圈群，甚至私
信间被广泛传播。

传播中带出安全感。 虽然并不

是每个人都会去注意，这 10亿是 10

亿剂次，而非 10亿人已经完成接种。

要知道，我国只有 9亿-10亿人完成
接种，才可能真正建立免疫屏障。

然而，这依然是一条鼓舞人心的
消息。 据国家卫健委通报，截至 6月

19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 101048.9万剂次。 这个成

绩来之不易，疫苗接种“加速跑”，是
全国人民支持参与，医务人员、社区

工作者、志愿者集体努力的结果。 更
难得的是，这场接种“跑”出了“中国

速度”。从 3月 27日接种量超过 1亿

剂次，到 4月 21日超过 2亿剂次，增

加 1亿剂次仅用了 25?。

中国有能力跑过病毒， 但前提

是国人必须集体努力建立免疫屏
障，疫苗接种仍需努力。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庆祝这里程碑式的胜利，可
是即便未来国内已经形成了免疫屏

障， 未接种疫苗的个体也并不能具

备免疫力， 碰到国内外流动的病毒
携带者，仍然有可能会被击中。更何

况，打了疫苗后，并不是马上就获得
免疫力，免疫力也有一定的时限，因

此，不断被提起的“防疫三件套”（佩
戴口罩、社交距离、个人卫生）和“防

护五还要”（口罩还要戴、 社交距离
还要留、咳嗽喷嚏还要遮、双手还要

经常洗、窗户还要尽量开）一定要坚
持，在生活中常见有人不戴口罩，理

由竟然是“打过针了”。类似观点，必

须得到及时的提醒和纠正。

中国疫苗的接种证明，也已经成
为多国入境的通关 “Pass卡”。 这说

明，中国疫苗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检
验和信任，它们是安全有效的。 这与

我国疫苗研发坚持早部署、多路线不
无关系，2020年 2月成立专班，新冠

疫苗研发速度与数量，中国一直走在

世界第一方阵中。 当下，1针剂的疫
苗已经投入使用，有的地方还开始使

用 3针剂。 疫苗的接种已覆盖 18岁
以上人群，国家当下已批准疫苗紧急

使用的年龄范围扩大到“3岁以上”。

疫苗接种必须在更大范围内覆盖，这

就需要各方面持之以恒地投入疫苗
接种工作，更多的人排除顾虑参与接

种，以“一臂之力”手挽手形成免疫屏
障，由此，才可能真正得到应有的保

护，自己为自己建立起安全感。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