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周末，华东师范大学同步在闵行和普陀两个校区，组织开展学生和教

职员工第二轮新冠疫苗（第一剂）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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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5日起，本市启动了 60岁

以上社区居民新冠疫苗登记预约接
种工作。29日起将启动外籍人士预

约接种。其中，对于 60-75岁的社区
居民，通过社区整建制登记预约接

种，至指定社区接种点接种。76岁及
以上居民根据接种进度安排，适时启

动接种。

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有患者在医
院的门诊和病房发问，“医生，我有高

血压、糖尿病，是不是可以接种疫
苗？”“老年人接种疫苗有什么注意事

项吗？”昨天，瑞金医院院长宁光院士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宁光院士说，他自己很早就打好
了疫苗，没什么特别感觉。瑞金医院

的医务人员接种疫苗后也都进行了
抗体检测。最新数据显示，瑞金医院

医务人员疫苗接种后总抗体阳性率
94%，其中中和抗体阳性的比例是

96%。“可以说，国产疫苗是安全有效
的，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

宁光院士表示，新冠疫苗接种速

度和覆盖范围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各个国家的社会开放能力，中国只有

让疫苗接种率与其他国家基本一致
甚至更高，才能在未来的社会开放能

力上领先，全力复工复产，进一步为
全球经济恢复提供最大动力。

“接种疫苗，这是每个中国人新

的责任。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就是要
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社会负

责，现在并不需要我们流血牺牲，只
是接种疫苗，提高保护率，达到群体

免疫，何乐而不为呢？”宁光院士介
绍，一般认为，接种率达到 70%才能

建立全民保护，接种率越高，保护效
果越好。但是截至 3月 23日，我国各

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8284.6万剂次。接种率仍然比较低，

离较高的人群免疫保护水平还有很
大距离。

截至目前，以色列接种疫苗人数
占总人口的比例最高，为 92.46%，阿

联酋、智利、英国、美国、巴西接种率

也颇高。其中，阿联酋、智利和巴西都
部分使用到中国国产疫苗。截至 2月

21日，我国已向 53个提出要求的发
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已经和正在

向 22个国家出口疫苗。
但是，疫苗接种后并非立刻产生

保护力，在全球都在加速疫苗接种的

大环境下，我国也需要加速疫苗接
种。否则，在其他国家几乎全民接种

后，都打开国门恢复正常国际交流、

国际贸易时，我国若未建立起全民保
护屏障，届时会处于进退两难的地

步。新冠疫苗是新事物，有一些担心
很正常。宁光院士说，大家首先要克

服害怕心理，其次是正确认识，接种
疫苗是最好的保护自己、保护家人的

防病方式。他对此发出呼吁：为了下
一个冬天，疫情不再肆虐，希望每个

中国人都要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保护
自己，保护家人，从我做起。

首席记者 左妍

院士：国产疫苗安全有效，不必担心

打疫苗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问：很多老人患有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担心接种疫苗
会引起不适，不敢接种疫苗，这种想法正确吗？

答：糖尿病人如果血糖控制处于稳定状态，就没有任何

问题，随时可以接种；但如果相关指标控制不稳，或处于急性
发作期，比如酮症酸中毒，则建议暂缓接种。

问：糖尿病患者哪些情况是不建议接种疫苗的？

答：对于尚未控制的糖尿病和高血压，不建议接种。 或者

有慢性疾病急性发作的情况下，也不建议现在接种，应在急
性期过后再考虑接种。 例如糖尿病肺部感染或皮肤软组织感

染、糖尿病酮症、糖尿病合并严重神经病变的，都建议在疾病

稳定以后再接种。

问：老人在接种疫苗前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其实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 消除紧张情绪，晚上保证

良好睡眠。 接种后休息为主，一般来说，接种区域有局部疼
痛、一过性发热都属于正常的反应。

对于有糖尿病的老人
接种疫苗有何注意事项

    本报讯 （通讯员 熊迎 吴锴

记者 江跃中）目前，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全面展开，为了更加高效地推

进接种工作，普陀区成立新冠疫苗
机动接种队，为接种需求量较大的

单位提供上门服务。昨天上午，机动
接种队首次出发，为华东师范大学

中北校区 7400余名师生开展上门
接种服务。

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的体
育馆，平时学生们打羽毛球、进行活

动的场所，现在已经划分成了预检
区、接种区、留观区，变成了普陀区

新冠疫苗机动接种队的接种场所。

学生在体育馆门外等候，排队进入
场馆，在预检区进行预检后，在接种

区进行疫苗接种。完成接种后，绕过

场馆中间的隔离栏，进入对面的留

观区，在医护人员陪同下，进行 30

分钟留观，最后从留观区一侧的出

口直接离开，整个路径没有重合。在
工作人员的指挥下，学生们分批依

次进入场馆，现场流程井然有序。
“医生姐姐技术很好，所以一点

不疼。”“我觉得学校考虑得很周到，

不要我们再跑到医院或者平时抽时
间去接种，因为平时也要上课，还有

很多活动。”“早上来这里安排得非常
井井有条，非常满意能够这么顺利接

种到疫苗。”完成接种后，同学们纷纷
对上门的接种服务给予好评。

通过前期排摸，华东师范大学
统计出全校有 7408名师生有接种

需求，为了方便广大师生接种，校方

与普陀区疾控中心进行沟通，双方

决定在校区设立临时接种点。“这支
机动接种队伍我们是根据他们需要

接种的人群来进行确定的，华师大

有 7400多人接种，所以我们这支队
伍由 40多名工作人员组成。”普陀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科
长蒋丽丽表示，疾控中心提前考察，

为华师大量身配置了人力、设备。包
括接种所需的电脑、扫码墩、存放疫

苗的大小冰箱，以及所有的电源网

络配置，全部是现场根据区域划分
规划好了以后运来的。

据了解，普陀区新冠疫苗机动
接种队伍后续还将继续行动，会为

更多有需求且接种人数较多、满足
场地条件的单位提供上门服务。

普陀区成立疫苗接种机动队

为华师大师生上门接种

    3月 26日一早，乐山六七村 30

弄 4号门口就聚集了不少居民，“今
天是电梯启用的好日子，我们楼里

居民都想要过一把乘电梯的‘瘾’。”
居民们高高兴兴走进电梯，刷卡并

按下各楼层按键，短短几秒，电梯就
稳稳地停在了家门口。从此以后，这

里的老人们将彻底告别爬一次楼要

走走停停好几回的日子。当天同时
启用的还有 21 弄 2 号的电梯，30

弄 9号的电梯也即将投入使用。

“悬空”老人困难有解
位于徐汇区徐家汇街道的乐山

六七村，60岁以上老人占比 30%。

如何改善老人们的生活环境，解决
“悬空”老人上下楼困难，一直是徐

家汇街道党工委着力解决的问题。
去年 7月，街道在全区率先发布了

首张“既有多层住宅电梯加装地

图”，通过对辖区内多层住宅的实地
踏勘，以“绿、黄、红”三种颜色分别

表示加装电梯所具备的条件“有条

件、有难度和不可行”。居民自家房
屋能否加装电梯，一目了然。另外，

街道总结出一套“加装电梯流程”，
为居民提供详细的加梯攻略，为规

模化、成片化加梯提速增效。通过前
期的排摸，乐山六七村的 35个门

牌，全部符合安装条件，能否完成电

梯加装这一工作，关键点就落在了
居民是否同意上。

党员发挥先行作用
在乐山，为了让昔日的“老破

小”变身焕然一新的“网红”居民区，

早在 2019年，徐家汇街道就针对小
区的各种“疑难杂症”，成立了乐山

地区综合治理联合党支部，同时搭
建 6个党建服务站，组建 6支党员

先锋队。乐山六七村党总支以社区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发挥党员先锋
队作用，在政策宣传、申请报建、公

示公告、施工建设等环节，克服各种

困难，推动加梯工作。从乐山六七村

21弄 2号第一台电梯加装历时近 1

年的意见征询，到 30弄 9号只花费

了 4个月就进入电梯施工阶段，这
其中党员先锋队发挥巨大作用。他

们作为电梯加装项目的发起人，联
合楼组长、热心居民组建加梯自治

工作小组。一方面多次召开座谈会、

协调会，让居民们“心中有数”“心中
有底”；另一方面联合楼组内的其他

党员业主带头协调，消除解决加装
电梯中的痛点、堵点、难点。

乐山六七村党总支书记唐佩凤
说起这支党员先锋队充满自豪：“这

支队伍在加梯工作中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不少一楼居民总是有很

多顾虑，并不赞成。有一位住在一楼
的在职党员意识到应该积极支持民

生工程，不仅马上同意签字，还表示
愿意给其他邻居做思想工作。”

家住 30弄 9号 6楼的周兆祥
是名党员，他主动接下了上门动员

加梯的任务。一层五户人家，除了一

楼两户有些困难，其他基本很痛快
地给了赞成票。最难啃的骨头就是

一户为了让孩子就近读书搬来的居
民，怕施工噪音影响孩子学习，老周

几次上门都被拒绝。
老周一边帮一楼用户解决雨

棚、采光等问题，一边思考一楼“反

对派”的解决方案。有人说，现在支
持票超过三分之二了，也算通过了。

老周连连摆手：“都是邻居，没有做
通工作，心里留下疙瘩不好。”老周

带着社区的学雷锋成员再次上门，
邀请这户的孩子一起参与志愿者活

动，探视一对家住五楼、行动不便的
90多岁老夫妻。这位同学看到老人

生活不便利，回家后成功让父母在
加梯上改变了态度，整个楼的征询

工作顺利完成。

加装过程一波三折
乐山六七村第一台电梯加装也

是一波三折。前期意见征询就花了

将近一年时间，开工后又遭遇难关。
去年 7月，21弄 2号原本同意的 4

户业主突然变了卦，说什么也不让
继续施工。唐佩凤立即带领党员先

锋队员及居民代表了解情况，一楼
一户居民称电梯装好后会影响通

风，居委会和电梯公司商量后，决定

在一楼装个小电扇，保障南北通风。

没想到，反对的理由又改为了采光。
反复沟通中，这户居民终于说出真

实想法，“有了电梯，楼上的房子更
好卖了，一楼房子优势没了。”
唐佩凤邀请居民代表一起参加

“四史”学习教育党课，党课上邀请
乐山的老党员从几十年前乐山旧貌

讲到如今的新颜，大家对切身经历
的巨变都是感慨万千，对加梯更是

充满期待。当天晚上，唐佩凤再次召
集居委会、加装电梯自治小组成员、

持反对意见的居民面对面详谈，最
终把低层住户思想工作做通了，搁

置了半月的项目终于顺利复工。
目前，乐山六七村已有 3台电

梯加装完工，5台准备施工，3月 11

日新签约了 3台，另有 10台已经进

入征询阶段。
本报记者 袁玮

徐家汇乐山六七村加装电梯开启“加速度”

让昔日“老破小”变身“网红”居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