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如果接种了两剂次新冠

病毒疫苗，还有没有必要接种第

三针？ 另外，有的老年人有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可以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吗？

答：准确地讲您这个问题是

围绕新冠疫苗加强的问题。如果

基础免疫是两剂次灭活疫苗，它

的加强免疫是第三剂次，如果基

础免疫只是腺病毒载体疫苗，只

需要打一剂次，它的加强免疫从

顺序上来讲只是第二剂次。

首先，加强免疫的必要性。

因为加强接种在预防接种当中是

常见现象，我们小朋友以前打的

很多疫苗，都需要加强针。新冠

疫苗同样不例外。

有研究表明，新冠疫苗接种

的基础免疫以后，接种者免疫水

平会逐步下降。加强免疫以后，

可以刺激机体很快在短时间内产

生更高水平的免疫水平，效果也

会更好。

有研究表明，加强免疫以后

产生的抗体水平的峰值，可以大

大超过只是接种基础免疫以后半

年的水平。第二，我们发现加强

免疫以后，不光是抗体水平有明

显的增长，同时抗体谱也会有所

增加。也就是说，如果针对奥密

克戎这一类的变异株来讲，它的

效果会更好。这是关于加强免疫

的机制。

第二点，加强免疫的有效性。

根据上海本轮疫情所做的分析研

究表明，新冠疫苗接种以后，虽然

不能完全阻止新冠病毒的感染，

但是它对于预防从感染到重症甚

至到危重症的效果是非常明显

的。这与国内外的报道是一致的。

根据我们上海的数据，在本轮疫

情中，我们分析发现在 60 岁及

以上人群中，完成基础免疫者感

染新冠病毒后发生重症的风险可

降低 60%以上，如果完成加强免

疫，则其感染新冠病毒后发生重

症的风险可降低达 90%。

第三点，新冠疫苗的安全性。

根据国家卫健委和中国疾控中心

发布的数据，老年人接种新冠疫

苗，发生副反应的发生率甚至低

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我们上海

到目前为止，已经接种将近四百

万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而其中

百岁老年人大概 90 个人左右，

其中年龄最大 107 岁，这些人接

种以后副反应都是很轻微的，即

便有也是很轻微，没有发生严重

的。所以从加强免疫、从它的机

理、从它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及安

全性来讲，我们觉得都是可靠的，

也是希望老年人首先要尽快地接

种新冠疫苗，能够完成基础免疫。

如果接种的是灭活疫苗，间隔 21

天接种两剂次，如果接种腺病毒

载体疫苗只需要接种一剂次，在

完成基础疫苗的前提下，加强免

疫半年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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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刚才提到了关于有基础性

疾病的老年人接种疫苗的必要性

问题。我们知道，患有基础性疾

病，不管是高血压、糖尿病、慢阻

肺等老年人，他们的自身抵抗力

是比较差的。不单单是新冠病毒，

这些人对于很多病原体都是极易

被侵袭的对象，接种新冠疫苗对

他们来讲是非常有必要。

慢性病患者如果通过药物控

制已稳定的，它不是在急性发作

期，在身体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可

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当然在接

种新冠疫苗的前后，原先治疗的

药物、治疗手段和措施还是不能

随意停，有关需求可以咨询主治

医生，研判你身体条件是否适合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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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17:00，上海市政府新闻

办组织召开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市卫生健康

委副主任赵丹丹、市商务委二级巡

视员赖晓宜、静安区副区长龙婉

丽、奉贤区副区长张娣芳、市疾控

中心副主任孙晓冬出席并介绍疫

情防控最新情况，回答记者提问。

疫情发布会上明确，上海自 6

月 29 日起，辖区内无中风险地区

且近一周内无社会面疫情的街镇，

有序放开餐饮堂食。恢复餐饮堂食

的具体区域，由各区政府综合评估

疫情防控形势后确定。

昨天，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

会发布《餐饮服务业复商复市疫情

防控指引（第三版）》（以下简称

《指引》）。《指引》对餐饮企业开

展堂食重点明确六个方面要求，一

是实行堂食服务备案管理。餐饮企

业向区防控办报备，经相关监管部

门检查评估后，可恢复堂食。二是

实施堂食限流管理。根据餐厅面

积，扩大餐桌间距，控制就餐人数，

实行隔位、错位入座。三是落实消

杀管理。在恢复堂食前，对经营场

所进行全面的预防性消毒，日常经

营中，每桌顾客就餐完毕离开后要

及时对桌椅及餐具进行清洗消毒。

四是抓好入场管理。在经营场所入

口设置场所码或“数字哨兵”。顾

客应科学佩戴口罩、扫场所码或

“数字哨兵”(须持有 72 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且测量体温无

异常（<37.3℃）方可进店。五是倡

导餐饮新风尚。按照《上海市公筷

公勺和分餐制服务规范》做好餐饮

堂食服务，鼓励实行餐饮桌长制，

就餐时间一般掌握在 1.5 个小时左

右，就餐人员在就餐前后戴好口

罩。六是加强日常监管。各区要结

合恢复堂食，依托大数据平台，加

快推动餐饮业数字化治理，将餐饮

业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平台、场所码

或“数字哨兵”监测平台和餐饮企

业食品安全分级管理平台接入各

区城运中心，实现“一网统管”。

《指引》还有以下具体规定：

●要做到控制就餐人流。 扩大

餐桌间距， 大中型餐厅 (经营面积

150 平方米以上） 大堂按 70％比例

设置餐位， 餐桌之间必须保持一米

以上间距。方（长）型餐桌实行隔位、

错位入座，标准圆桌实行隔位入座。

小型餐饮餐厅 (经营面积 150 平方

米以下） 按最大承载量的 50％比例

控制就餐人数，方（长）型餐桌实行

隔位、错位入座，标准圆桌实行隔位

入座。

●采用非接触式点餐、结账。在

取餐区、结账区、店内外候餐区等人

员易聚集区域划设“一米线”，提醒

顾客保持安全距离。 优先采用非接

触式点餐、结账。

●提倡预约、分时、错位就餐。

提倡就餐预约制， 合理安排消费者

到店时间。推行分时就餐、错位就餐

等方式，确保顾客就餐安全。尤其是

团餐企业，可以采取分批次就餐、分

装成盒饭送餐到岗位等方法。

另据介绍，上海昨天新增社会

面 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市、区

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机制立即响应，

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相关人员

排查、采样检测和防控管理，落实相

关场所及环境终末消毒等防疫措

施。这 2例阳性感染者已转运至定

点医疗机构隔离医学观察。根据本

市目前疫情形势和相关规定，经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研究决定，将奉贤区金汇镇梅

园村部分区域（东至航塘港，西至

航塘公路，南至梅园 9 组小排河，

北至浦东 / 奉贤界河）、静安区芷

江西路街道西藏北路新赵家宅（36

号、51-112 号、119-120 号）列为

中风险地区。

此外，依据阳性感染者及其密

切接触者的活动轨迹和风险研判，

对西藏北路以西、青云路以北、中山

北路 600 号（不含）以东、中山北

路以南的合围区域实施风险排查和

临时管控措施，对人员、环境进行全

面筛查。

上海周三起有序放开堂食
大中型餐厅大堂按 70％设餐位，小型按 50％控人数

在奉贤区试点堂食的某店内，顾客堂食实施隔桌就餐。

    晨报讯 在第 35 个国际禁毒

日来临之际，市委书记李强向全市

禁毒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

李强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

合治理、源头治理、科学治理，推动

新时代禁毒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李强指出，受百年变局和世纪

疫情叠加影响，禁毒斗争面临新挑

战新任务。全市禁毒战线要始终坚

持以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历

史高度负责的态度，把禁毒工作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积极适应常态化

疫情防控条件下毒情形势发展变

化，为保障城市安全、维护社会稳

定、促进人民安康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诸葛

宇杰近日到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调

研公安缉毒执法工作，指出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部

署要求，厉行禁毒方针，完善毒品

治理体系，做好毒品预防教育，保

持对毒品违法犯罪“零容忍”严打

高压态势，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坚决

打赢禁毒人民战争。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舒庆参

加调研。

推动新时代禁毒
工作高质量发展

晨报记者陈里予报道 记者从

市民政局获悉，经市政府同意，市民

政局等九部门联合推出《上海市扶

持养老机构纾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该“十条纾困政策”旨在市政

府一揽子抗疫情促发展政策基础

上，进一步缓解养老机构在疫情防

控中面临的阶段性困难，提振养老

服务行业发展信心。该政策鼓励各

区政府结合实际，在上述措施基础

上加大扶持力度，增加扶持措施。对

国家和本市其他适用养老机构的相

关纾困措施，要遵照执行。文件规定

的政策措施，长者照护之家参照执

行。

政策明确了若干补贴政策，如

对 2022 年 3 月以来本市实行封闭

管理的养老机构（不含财政全额保

障的事业单位），按照其实际收住

老年人数，以 500 元 / 床位的标

准，由区级财政给予一次性运营补

贴，每家养老机构补贴下限 1万元、

上限 20 万元；对养老机构（按事业

单位登记的除外），不裁员少裁员

的，按照养老机构申请时上月按规

定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费人数计

算，给予每人 600 元一次性稳岗补

贴，每户机构补贴上限 300 万元，

鼓励养老机构稳岗留岗；鼓励引导

商业综合体、商务楼宇、专业市场、

产业园区、创新基地等非国有房屋

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向最终承租

经营的养老机构给予 6个月房屋租

金减免。对符合条件的非国有房屋

业主或经营管理主体，按照减免租

金总额的 30%给予补贴，最高 300

万元，由各区政府负责实施，补贴资

金实行财政预算总额控制，由市、区

两级财政共同承担。

此外，该政策鼓励鼓励银行类

金融机构设立企业纾困专项贷款。

由在沪银行向养老机构提供优惠利

率的纾困贷款。

上海为养老机构

推“十条纾困政策” 老年人完成基础免疫和加强免疫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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