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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上海市卫健委获悉，截至 7 月

23 日，全市 18 岁及以上人群新冠疫苗累

计接种约 5519.93 万剂， 覆盖约 2249.01

万人；全程接种约 2127.81 万人，接种率

96.32%。这其中，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新冠

疫苗累计接种约 1055.05 万剂， 覆盖约

407.78 万人，覆盖率 70.12%；全程接种约

384.72 万人，接种率 66.15%。

从数据可见，本市老年人新冠病毒接

种比例仍有待提高，老年朋友对疫苗接种

的重要性还有疑惑或犹豫，一些认识误区

急需纠偏。

当前，老年朋友为什么要抓紧时间接

种新冠疫苗？ 听医学院士一一解析。

“对老年朋友而言，接种新冠疫苗最

重要的获益就是可以预防重症乃至死

亡。 ”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上海医

学院教授、著名病毒学家闻玉梅院士说。

就老年人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她向记

者强调， 当前上海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

但全球疫情还在蔓延， 病毒还在变异，为

守住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应抓紧这个“时

间窗”加快新冠疫苗接种，尤其 60 岁以上

的老年人，作为慢性病的高发人群更应该

保护好自己，为自己多穿一件“防护服”。

在病毒来袭前，未及时穿上这层“防

护服”，或遭遇更猛烈的袭击。

“这次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

们在会诊查房中发现不少罹患糖尿病的

老人感染了新冠，有的发展到重症，其中

大量老年感染人群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或

没有完成全程接种。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贾伟平教授结合临

床观察强调，“接种新冠疫苗除了预防感

染，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防止重症化。

这点，对老年人群是非常重要的。 ”

这一临床观察在国家数据上也获得

验证。 据中国疾控中心对今年以来主要

是 3-6 月份内地发生的奥密克戎变异病

毒感染病例的疫苗接种史数据分析显示，

对于完成全程接种和加强接种的 18-59

岁的感染者，由无症状感染、轻型、普通型

发展成为重症的风险分别降低 91%和

94%； 对于完成全程接种和加强接种的

60 岁以上感染者， 由普通型及以下发展

成为重症的风险较未接种疫苗感染者分

别降低 89%和 95%。

“从境内、境外数据看，老年人患基础

性疾病的比例较高，一旦感染新冠病毒，

不管是早期的毒株，还是现在流行的奥密

克戎毒株， 发生重症和死亡的风险都很

高。 老年人群还不同于年轻人，老年人的

免疫功能相对弱一些，需要接种加强针才

能获得最佳保护效果。 ”7月 23 日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

卫生健康委有关专家强调。

不少老人有慢性基础疾病，能不能接

种呢？ 对此，贾伟平院士表示，当前，老人

合并多重慢性疾病的情况其实很普遍，血

糖、血脂、血压异常经常在老年朋友身上

同时存在，她建议老年朋友有这种情况的

可以咨询专业医生建议，慢性病并非接种

新冠疫苗的绝对禁忌，但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如果疾病处于稳定期，有条件的，抓

紧时间预约接种。

对于不少已接种新冠疫苗的老年朋

友，医学专家也推荐完成“第三针”的加强

免疫。 7月 23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发

展中心主任郑忠伟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新冠病毒疫苗大规

模使用以来的真实世界研究表明，国内外

现有疫苗完成全程基础免疫后，随着时间

的延长、病毒的不断变异，对感染、发病、

重症、 死亡的保护效果均有不同程度下

降，但进行加强接种后，无论同源加强接

种还是序贯加强接种，都能大幅度提高保

护效果，对预防发病、重症和死亡的保护

效果更加明显。 因此，加强针的接种是非

常必要的。

（综合自：《文汇报》 作者：唐闻佳）

为自己多穿一件“防护服”

老年朋友为什么要抓紧接种新冠疫苗？ 听医学院士说

�记者 姚丽敏

上海进入三伏天， 连续多日高温预

警，让大家直呼“热热热”的同时，用电需

求也急剧增大。 为了让漕河泾社区的独

居、高龄老人度过一个安全、舒心、清凉

的夏季，街道把做好“老宝贝”们防暑降

温、人身安全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安排专业人员上门， 为辖区内的老人家

中的水电煤提供了一次免费的“体检”，

为老人们的生活保驾护航。

上午十点多， 科苑居委的党总支书

记和老龄干部带着两名专业技术人员来

到张大爷的家中， 上门进行水电煤的体

检和空调的清洗。

张大爷已近九十岁了，是独居老人。

楼道口，居委干部们再一次仔细查验了

两名技术人员的核酸记录，确认都持有

24 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记录才将他们引入

张大爷的家中。记者了解到，虽然技术人

员在进入小区时都经过了“数字哨兵”

的查验，但是由于服务对象均为高龄老

人， 所以对他们的核酸记录要求更高

一些。

一边检修， 技术人员一边叮嘱老人

注意事项。 张大爷告诉记者，虽然自家的

水电用起来都没有问题， 但是有专业人

员来检查就“更安心”了。 居委还帮他申

请了为老服务的电话， 每天都会打电话

给他，询问身体状况，张大爷还在床头安

装了遥控的报警器，“我有情况就能按报

警器，他们就会来帮我解决，所以我很有

安全感”。 天气炎热，居委干部们还为老

人带来了清凉礼包， 临走时不忘提醒老

人天热注意防暑降温，多开空调。

漕河泾每年会根据居委提供的名单

为符合要求的老人开展此项为老服务，

受到老年人一致好评。 漕河泾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社工高伟萍介绍， 街道每年有

300 多户老人能够享受到水电煤安检和

清洗空调的服务。

“嘿！ 老伙伴，我‘电’记着你呢！ ”

安然度夏，漕河泾街道的“秘诀”是……

徐家汇体育公园推出新动态

夏日炎炎， 市民运动的热潮也丝毫

不减。 徐家汇体育公园近日推出了一系

列“新动态”，例如篮球公园已经在近日

恢复对外开放、 足球公园还全新推出了

单人次门票销售模式。 除此之外， 随着

2022 年上海体育消费券的启动，作为首

批适用场所， 市民在足球公园进行包场

踢球预定还可享受运动补贴。

篮球公园采用独特的下沉设计，且

为室外篮球场， 采光和通风都得到了保

障。篮球公园已于 7月 21日起对外开放。

每日分 4 场：8 ∶30-11 ∶30；12 ∶00-15 ∶00；

15∶30-18∶30；19∶00-22∶00。门票价格为每

人 20 元 / 场次。

徐家汇体育公园足球公园全新推

出了单人次门票销售模式。 周一至周

五，每日开放上午、下午两场次，每场

次 3 小时， 具体时间为 9 ∶00-12 ∶00；

13∶00-16∶00。

�记者 刘辉

医患纠纷时有发生，疫情当前，为

解决当事人与医院相隔两地、无法“面

对面”签署协议的困境，日前，徐汇区

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与徐汇区公

证处联合推出公证参与医患纠纷调解

创新模式，完成了全市首例“线上调解

协议公证”。

如何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保持医患纠纷化解工作“不掉线”，

成为摆在区医调委面前的一道新型考

题。“将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

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一直是区医

调委坚决贯彻的指导思想。

早在 2011 年，在市司法局，徐汇

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徐汇区就

在全市率先成立了徐汇区医患纠纷人

民调解委员会。 多年来， 已经接待了

医患纠纷咨询 18.3 万人次，占到全市

总量 20%；受理纠纷 6644 例，占全市

总量 16%； 累计成功化解 6568 例医

患纠纷，占全市总量约 18%。 调解成

功率达 98.9%， 迄今达成协议赔付金

额达 1.2 亿，逐渐形成了“统一规范、

多元解纷、数量与质量齐抓、预防与化

解并重”的徐汇医调模式。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考验， 这一

次区医调委依然走在了前面， 了解到

徐汇公证处有一套新开发的远程认证

系统， 可以用于在网络上签订相关文

书后，在徐汇区司法局的大力支持下，

区医调委与区公证处展开了合作。 一

场纠纷至此落幕，化于无形。 区医调委

方面表示：“借助公证服务的法律信

用，让纠纷双方彻底摆脱信任危机，医

患双方不出家门即可完成线上签约。 ”

�记者 耿洁玉

“互联网 + 调解 + 公证”模式

线上签订调解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