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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 设立老年人绿

色通道、临时接种点、流动接种车

等；关注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提升

预防接种服务温度；加强科普宣传

技术指导，提高专业人员沟通宣传

能力……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印发《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工作方案》，从协调联动、人群

摸底、优化预防接种服务等方面部

署加快推进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工作。

面对复杂的疫情形势，接种疫

苗仍是主动免疫的有效措施。新冠

病毒疫苗的保护作用，能够有效降

低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后发生重

症、危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方案提出总体要求，要坚持

“应接尽接”原则；坚持政府牵头，

部门联动，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坚

持精准摸底，精细管理；坚持优化

服务，提供便利；坚持多措并举，强

化动员；坚持加强监督，推动落实。

加快提升80岁以上人群接种率，继

续提高60~79岁人群接种率。

针对群众关心的加强免疫疫

苗选择和时间间隔，方案明确，所

有已获批开展加强免疫接种的疫

苗及组合均可用于第一剂次加强

免疫。第一剂次加强免疫与全程接

种时间间隔调整为3个月以上。

在优化预防接种服务方面，方

案要求在接种过程中，除严格按照

“三查七对一验证”和预防接种工

作规范的要求操作外，要认真、细

致对老年人做好解释，耐心回答老

年人的询问，关注老年人的身体状

况，提升预防接种服务的温度。

在做好目标人群摸底、提升接种

率方面，方案要求各地要充分利用大

数据手段，通过人口、社保等数据库

开展大数据比对，精准摸清60岁以

上目标人群底数。科学评估禁忌症，

对确有接种禁忌人员，要逐一列明具

体原因。拓宽思路，多措并举，采取多

样化的方式，针对老年人特点制作通

俗易懂的宣传材料，发动全社会力量

参与动员老年人接种。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认真贯彻

方案要求，指导各地周密组织部

署，优化接种服务，做好新冠病毒

疫苗加强免疫和老年人的接种工

作。呼吁老年朋友们，特别是 80 岁

以上的老年人积极主动接种疫苗，

为个人健康护航。

（顾天成 李 恒）

事关老年人疫苗接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文！

走进国宝川金丝猴栖息地
这是11月29日在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的川金丝猴。

位于九寨沟县的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目前所知野生川金丝猴种群最大的保

护区，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着1700多只野生川金丝猴。川金丝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具有十分

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摄影/新华社记者 刘 琼

新华社消息 为提升儿童健

康水平，促进儿童早期发展，加强

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国家卫生

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3 岁以下

婴 幼 儿 健 康 养 育 照 护 指 南（试

行）》。

婴幼儿时期是儿童生长发育

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大脑和身体快

速发育。指南聚焦 0~3 岁这一关键

阶段，强化医疗机构通过养育风险

筛查与咨询指导、父母课堂、亲子

活动、随访等形式，指导养育人掌

握科学育儿理念和知识，为婴幼儿

提供良好的养育照护和健康管理，

为儿童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

父母是婴幼儿养育照护和健

康管理的第一责任人。指南明确要

求养育人应定期带婴幼儿接受国

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0~6岁儿

童健康检查，接受医疗机构儿童保

健人员的指导，学习掌握儿童生长

发育知识和技能，不断提高科学育

儿能力。同时，要主动关注自身健

康，定期体检，及时发现和缓解养

育焦虑，保持身心健康。

科学的养育照护和健康管理

是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的重要保

障。指南强调养育人要学习并掌握

养育照护和健康管理的各种技能

和方法，在养育实践中与儿童同步

成长；通过指导，使养育人了解、辨

识婴幼儿常见健康问题，掌握相应

的家庭护理技能；遵循婴幼儿生长

发育规律和特点，尊重个体特点和

差异，为婴幼儿提供科学的养育照

护，促进儿童早期发展。

指南结合我国实际，从生长发

育监测、营养与喂养、交流与玩耍、

生活照护、伤害预防、常见健康问

题的防控及照护等 6 个方面，着力

促进婴幼儿全面发展，要求儿童保

健人员为婴幼儿养育人提供咨询

指导，提高养育人养育照护技能，

促进儿童早期在生理、心理和社会

适应能力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2021年我国
未成年网民达1.91亿

新华社消息 共青团中央维

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 11 月 30 日在京联合发布

《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

情况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21年

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96.8%，较 2020 年提升 1.9 个百分

点。未成年人过度上网情况有所改

善，工作日、节假日日均上网时长

与2020年相比均有下降。

报告指出，网络安全环境持续

改善，未成年网民遭遇网络安全事

件的比例较2020年下降，知道可以

通过互联网进行权益维护或举报

的未成年网民比例提升，多数未成

年网民会关注与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相关的新政策、新法规。

根据报告，随着移动互联网向农

村持续渗透，城乡未成年人在互联网

普及率方面的差距已基本弥合。目

前，视频平台成为未成年人获取信息

重要渠道，而家长的上网行为和网络

素养也对未成年网民有直接影响。

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未成年

网民规模达 1.91 亿。报告建议，

“政、校、家、社、企”协同发力，顺应

数字社会发展规律，治管教结合，

多管齐下，为“互联网一代”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此次报告覆盖31个省（区、市）

的小学、初中、高中及中等职业学

校学生。报告聚焦未成年人互联网

普及、网络接入环境、网络使用特

点、教育监管、网络安全与权益保

护等方面情况，重点研判未成年人

互联网使用趋势变化和存在的问

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工作建议。

（黄 玥 王思北）

关于3岁以下婴幼儿养育照护 这份指南明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