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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5

    中国内地首次发现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

异株。这给公众带来了一些担忧，该怎么做才
可以防范变异株？专家提醒，每个人都要慎终

如始，在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增强个人体质的
同时，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做好个人防

护，戴口罩、勤洗手、不扎堆、不聚集。特别是儿
童和老年人要积极配合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抵

御新冠病毒变异株带来的风险。

年末减少聚集
非必要不离沪

临近年尾，各种年会、聚会多了起来。去还

是不去，成为不少人纠结的问题。对此，上海市
卫健委呼吁各大企业，坚持“非必要不举办”的

原则，能取消的就取消，能延期的就延期，能线
上的就线上，不要搞大规模的聚会活动。对于

确实需要举办的活动，一定要缩小规模，按照
“一活动一方案”原则严格审批，制定完善疫情

防控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确保相关防控措施
能够落实到位。

年末，朋友间的聚餐也比较多。面对邀请，
盛情难却，怎么办？为了自己和朋友的健康，也

为了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请大家还是要减少
不必要的聚餐活动。此外还要提醒在沪的市

民，年末休假，不要觉得没法外出旅游是遗憾，
减少流动也是在助力疫情防控。国内多地有疫

情发生，请牢记“非必要不离沪”。

外出做好防护
赶紧去打疫苗

平时外出时，要注意防护到位，不要存在
侥幸心理，尤其是进电梯、上公共洗手间时，

都要戴好口罩。疫情发生至今已多次证明，
“三件套”“五还要”仍是有效的防护措施，不

管针对哪一种变异株，自己做好防护永远是
最重要的。

由于配合疫情防控，这几天上海又有一些

机构、楼宇等进入管控，对此，市民不恐慌、不
信谣、不传谣，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疫情进展

信息和防控要求，配合防疫人员的工作，落实
核酸检测、健康监测即可。

健康监测要做些什么呢？就是每天早晚两
次自测体温，密切关注有无发热、干咳、乏力、

咽痛、嗅觉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一旦出现症
状，在做好个人防护前提下，及时就近选择发

热门诊就诊，并主动告知近期旅居史和相关人
员接触史。

疫情防控是全人民之战，除了防疫部队
外，也需要每个人用实际行动予以配合和支

持。接种疫苗，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公众负
责。不时出现的疫情再次提醒广大居民疫苗接

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市卫健委呼吁，没打疫
苗的市民快去打疫苗，符合接种加强针的也请

尽快落实。 首席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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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快去打疫苗，这些误区要不得

浙江新增本土确诊 44例，其中绍兴 38例
    “健康浙江”微信公号今早消息，

昨天 0-24时，浙江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44例，其中杭州市 2例、宁波市 4例、

绍兴市 38例，已排查密切接触者均已
实施集中隔离。

昨天 23时 57分，“绍兴发布”微

信公号公布绍兴市病例 62 至 109 在
室内公共场所行动轨迹，这 48例中

有 30例都到过绍兴上虞区舜杰路大
通 E 家生鲜超市（菜市场）。截至昨

天 21时 30分，绍兴市本轮疫情累计
报告确诊病例 144例、无症状感染者

1例，其中上虞区确诊病例 141 例和

无症状感染者 1例，越城区确诊病例
3例。

入杭需提供48小时核酸报告

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昨天下发通知：鉴于当

前疫情防控严峻形势，杭州市将对重
点行业、重点人群开展高频度核酸检

测工作。公交、地铁、餐饮等公共服务
行业从业人员，每三天核酸检测一次。

毗邻中高风险地区的乡镇（街道）或村

（社区），要加强所在区域人群的核酸
检测力度。同时，市民要减少聚集性活

动，非必要不出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出差要报备。对外地来杭返杭

人员，入杭时，需提供 48小时核酸检
测阴性报告。

浙江严控通过铁路跨省出行

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昨晚发布《关
于浙江铁路跨省出行严控政策的补

充说明》：已关注到广大群众对铁路
跨省出行严控政策有些疑问，现作补

充说明。

根据浙江省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中高风险地区及所在

县（市、区）人员严格限制

出省。根据 12月 12日

浙江省内中高风险

地区名单，来自宁

波市镇海区、绍

兴 市 上 虞

区、杭州

市萧山区的人员严格限制通过铁路出

省。上述区域降低风险等级后，出行政
策将同步调整。

另外，记者从铁路

宁波站了解到，根据浙
江省疫情防控最新规定

要求，自 12月 13日起，
在宁波乘火车跨省出行

的旅客须持 48 小时内
核酸阴性证明。车站提

醒广大旅客，尽量减少

流动，确需流动的，做好
个人防护，提前准备好

核酸检测报告。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等

全国接种超 26亿剂次
“一老一小”不良反应率较低

建议儿童优先接种新冠疫苗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3日电 记者从

国家卫健委了解到，截

至 12 月 11 日，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

种新冠病毒疫苗超 26 亿剂

次，下一步将引导 60岁以上

老年人加快接种，积极稳妥开展

3至 11岁人群疫苗接种工作。

“针对老年人基础性疾病较

多、抵抗力较弱等特点，要求各地接

种前要认真执行健康状况询问和接

种禁忌核查。”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二

级巡视员崔钢介绍，各地应严格遵守
“三查七对一验证”原则，做好接种后

现场留观，在老年人接种完疫苗后，要
求社区做好接种 3天内观察随访。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
王华庆建议，老年人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要提前了解接种流程和疫苗相关知

识，并提前预约，避免在现场过多等
待，引起疲劳、紧张等情况。在接种过

程中，如有必要建议老年人由家属陪
伴，防止在接种过程中出现意外摔倒

等情况。
进入冬季，除了新冠病毒疫苗，许

多家长还会带孩子接种流感疫苗、水

痘疫苗、手足口病疫苗等。不同疫苗接
种的顺序如何安排？

王华庆介绍，在当前情况下建议
优先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其他疫苗达

到了规定的时间间隔，也要及时接种。
在这期间应做好个人防护，把疾病发

生风险降到最小。
王华庆表示，接种过程中，家长需

要做好孩子的安抚工作。家长全程进
行陪护，会使儿童心理紧张感有所放

松。此外，3至 5岁的儿童接种时由家
长抱着坐下进行接种，6 岁以上的儿

童站立进行接种，也可以让儿童情绪

平稳下来。如果发现孩子过于紧张，除
了做好孩子的心理疏导工作，也要把

这种情况告诉接种医生，接种医生可
以做好应对工作。

“一老一小”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出
现不良反应的情况如何？王华庆表示，

根据目前监测结果，60岁以上老年人

不良反应报告发生率低于 60岁以下
成年人群，3至 11岁儿童严重不良反

应发生率低于青少年和成人。
王华庆介绍，60岁以上老年人和

3至 11岁儿童报告的不良反应中，一
般反应均占绝大多数，异常反应只是

一小部分，且异常反应中以过敏性皮
疹为主。

他提示，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后
重症率和死亡率较高，接种疫苗对老

年人来说是有效保护措施。如有基础
性疾病，要在稳定期接种疫苗。

中国内地首次检出奥密克戎
    本报讯 人民日报消息，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 12月 9日天津市

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呼吸道标本进行新冠病毒全基因组测序
和序列分析，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核，均确认检出新冠病毒奥密克

戎变异株（B.1.1.529进化分支）。在津感染者系入境闭环管控人员，目前于

定点医院隔离治疗。这是中国内地首次发现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

    本身就有多种基础疾病的老年

人，一旦“中招”，容易变成重症，因此
接种新冠疫苗不仅可以降低感染风

险，也可降低感染后变成重症的风险。
但是，总有一些老年人存在这样或者

那样的误区，迟迟不肯打疫苗。对此，

上海市卫健委也呼吁，老年人应消除
认识误区，积极接种新冠疫苗，为自己

和家人都筑起保护屏障。

误区一
上海比较安全，可以不打疫苗
有的老年人会说，上海相对安全，

本土病例不多，可以不打疫苗。实际上，

目前全国多地出现本土疫情，没有人可
以提前预估病毒会在哪个地方出现或

传播。在做好防护措施的同时，接种疫

苗给自己和家人也多了一层防护。

误区二
接种疫苗会加重基础疾病
有老年人觉得，疫苗打进身体里，

可能会导致原本的疾病加重，这也是

一种误传。有慢性基础疾病和接种疫
苗是两件事，只要不是有禁忌症不能

接种，接种疫苗后不会加剧原有的慢
性基础疾病。

误区三
不太出门，不需要打疫苗
有的老年人觉得，平时只在家附

近散散步、买买菜，不去什么聚餐，也

不跟人社交，没有感染风险，这也是一
种认识误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

人完全与世隔绝，即便老年人不出门，

但家庭成员还是要与外界接触，一样
有感染风险。另外，每个人不可能一直

戴着口罩，比如外出就餐，就要把口罩
摘下来。近期外地几例本土病例中，就

有在公共场所就餐时感染的例子。

误区四
身体很好，不怕得新冠肺炎
一些老年人身体情况很好，甚至

比年轻人还要有活力，自认为哪怕感
染也可以扛过去。其实，这种认识也是

片面的。打疫苗不仅保护自己，更保护
家人朋友。疫情防控没有局外人，每个

人都是一道防线，要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需要信心，更需要实际行动！

首席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