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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2 日上午，福
建 省 卫 健 系 统 2023 年

“ 热 血 送 暖 为 生 命 接
力”首场无偿献血志愿
活动在福建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福建医科大学
附 属 第 一 医 院 同 时 启
动，百余名卫健系统工
作人员挽起衣袖，奉献
爱心。

近日，全省各地献
血人数骤减，临床用血
紧张，各地血站接二连
三发出告急书。鉴于今
冬血库频频告急的特殊
情况，原定于每年初举
办的“热血送暖 为生命

接力”无偿献血志愿活
动也相应提前了启动时
间，为保障临床用血、度
过寒冬带来了希望。

在省卫健委，一场
由爱心编织成的生命接
力序幕已经开启，省卫
健委各部门干部职工分
批有序参加献血，每一
位献血者都竭尽所能，
用自己的汩汩热血去挽
救他人生命。

活动现场，省卫健
委广大干部职工积极踊
跃参加献血。省卫健委
党组成员、副主任张国
安、黄昱、张小舟共同看

望慰问了参与无偿献血
的同事和志愿者，随后，
他们又主动加入献血的
行列。

为保证本次活动顺
利开展，省卫健委要求
全省各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和医疗卫生单位高
度重视无偿献血工作，
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保障
血液供应工作的有关要
求，不得以疫情防控为
由拒绝、阻拦无偿献血
活 动（除 高 风 险 地 区
外），为献血车停靠和通
行等开辟绿色通道，保
障无偿献血活动正常开

展。
同时，希望各级卫

生健康部门加强无偿献
血科普宣传工作，提高
广大干部职工无偿献血
知晓率；医疗机构积极
向患者及其家属普及血
液知识，在手术室、门诊
候诊区、输血科、血液科
等区域设立固定的无偿
献血宣传栏，并通过员
工培训、患者入院前及
术前健康宣教等形式，
广 泛 普 及 输 血 安 全 知
识。（福建省献血工作办
公室 省卫健委机关党
委 福建省血液中心）

12月26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发布公告，将于
2023年1月8日将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从“乙类甲
管”调整为“乙类乙管”。
这是自 2020 年 1 月 20 日
我国开始实施严格的传
染病甲类防控措施后，疫
情防控政策的又一次重
大调整。

12月27日，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新冠病毒感染
实施“乙类乙管”措施有
关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
主任李斌表示，从传染病
的特征、健康影响、疫情
形势和防控工作需要出
发，将一种传染病从乙类
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需
要具备相关条件。这是
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要求
的，是依法防控的鲜明体
现。

李 斌 提 到 ，当 前 全
球大流行尚未结束，疫
情走向仍有不确定性。
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对新冠疫情仍保持着高
于普通传染病的防控措
施。新冠病毒感染调整
为“乙类乙管”后，绝不
是放任不管，绝不意味
着所有防控措施的退出，
而是要强化服务、强化保
障。接下来，我们将抓细
抓实医疗救治资源的准
备，着力保障群众用药
需求，全力做好老年人、
儿童等重点人群的防护
和救治，切实加强农村
地区疫情防控，努力保
障人民健康安全。

(央视新闻客户端）

目前，福建省已按
国家统一部署，启动了
新冠疫苗第二剂次加强
免疫接种，各地正在陆
续开展中。

本次目标人群有哪
些？

共有四类人群：感
染高风险人群、60 岁以
上老年人群、具有较严
重基础性疾病人群和免
疫力低下人群。

疫苗如何打呢？
接种时间间隔 完

成第一剂次加强免疫接

种满 6 个月以上的目标
人群。

推荐接种疫苗 所
有批准附条件上市或紧
急使用的疫苗均可用于
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推
荐序贯加强免疫接种，
根据目前全省疫苗供应
情况，推荐组合如下：

3剂灭活疫苗+智飞
龙科马生物或丽珠单抗
生物重组蛋白疫苗；3剂
灭活疫苗+康希诺腺病
毒载体肌注式或吸入式
疫苗；2剂康希诺腺病毒

载体肌注式疫苗+康希
诺吸入式疫苗。

接种方式，可通过
现居住地疾控机构或接
种单位提供的预约方式
预约接种，或直接到接
种单位现场接种。

根据《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技术指南》，新冠
病毒感染 6 个月内罕见
再次感染发病的情况。
如果确诊感染了新冠病
毒，6个月内不需接种疫
苗。

（福建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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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送暖 为生命接力
福建省卫健系统2023年无偿献血志愿活动启动

福建启动新冠疫苗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工作

12 月 27 日，省卫健委
党组书记、主任杨闽红和
相关处室负责人赴闽侯
县，调研农村地区新冠疫
情医疗保障能力和健康服
务工作。杨闽红一行先后
到上街镇中心卫生院、甘
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甘蔗街道昙石村村卫
生所、闽侯县医院，实地走
访发热门诊、预防接种、药
房等重点区域，就发热门
诊建设运转、药品储备供
应、老年人疫苗接种、重点
人群健康服务、县域医共
体建设、重症救治能力等
情况进行详细调研和指

导。
杨闽红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
作责任，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
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加
强统筹调度，争分夺秒做
好农村地区新冠疫情医疗
保障能力和健康服务工
作。一是加快提升基层医
疗机构接诊能力。充分考
虑新冠感染高峰期可能出
现的大规模发热患者，通
过将方舱医院、体育馆或

核酸采样点改造成临时发
热门诊，以及发挥村卫生
室、单位医务室、基层门诊
部和诊所接诊发热患者，
提升接诊能力，引导农村
居民就近就医。二是做好
药物储备。要想方设法落
实退热、止咳等药物储备，
通过县域内统筹及省级、
市级调配满足基层医疗机
构用药需求。发挥基层中
医馆优势，根据省中医药
专家共识，运用好协定中
药处方，方便农村居民就
诊时使用。三是加快推进
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坚
持“应接尽接”原则，加强

宣传发动，通过设立老年
人绿色通道或进村入户等
措施，为老年人接种提供
便利，提高农村老年人群
接种率。四是落实重点人
群健康服务。加强新冠重
点人群健康管理服务指
引、新冠重点人群个人居
家治疗指引等 2 个指引的
学习宣贯，充分发挥社区
网格作用，开展分色分级
分类健康服务，特别是对
高风险人群和养老院、儿
童福利院等重点场所，加
强健康监测和随访，及时
发现和转诊危重症患者。
五是提升重症救治能力。

县医院要发挥好县域医共
体牵头单位作用，一方面
要加强对乡镇卫生院、村
卫生所的帮扶力度，医务
人员下沉联系、巡回医疗，
提升基层救治能力，另一
方面，要按期完成重症床
位建设任务，切实加强设
施设备、医护人员等重症
医疗资源准备。要完善转
会诊机制，严格落实首诊
负责制和急危重症抢救制
度，加强与片区对口三级
综合医院对接，建立重症
转诊绿色通道，提升重症
救治能力。

（省卫健委办公室）

杨闽红调研农村地区新冠疫情医疗保障能力和健康服务工作

■■链接

为什么要启动第二
剂次加强免疫接种？

接种疫苗之后，随着
时间的推移，抗体水平会
下降，另外，随着病毒的
变异，免疫逃逸也在增
强，使得抗体的作用在进
一步削弱。通过加强免
疫，一方面可以提升抗体
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唤起
机体的免疫记忆细胞，进
一步巩固对重症和死亡
的预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