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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郑州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的疫苗集中接种行动：不到2个月的
时间，完成504万人、1000多万剂
次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任务异常艰
巨。这是又一场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
“战疫”：从市委市政府到各机关单位、
各行各业，从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到每一
个基层社区，无数党员干部日夜坚守一
线，以构筑全民免疫屏障，守护群众健康和
生命安全的思想认识动员全市，将疫苗接种工
作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向着目标任务坚定推进。

单日35.56万剂次、单日45.74万剂次、单日突破57万剂次！全市
单日接种剂次不断突破、屡创新高。截至6月30日17时，全市累计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1111.3万剂次，548.4万人完成第二剂次疫苗接种，18岁
以上人群第二剂疫苗覆盖率达到57.1%，提前超额完成第一阶段40%
常住人口504万人全程免疫程序，标志着郑州市向全域全人群免疫屏障
建立迈出坚实的一步。

推进新冠疫苗接种，是切断新冠肺炎病毒传播链的重要举措。郑州作
为拥有1260万常住人口的国家中心城市、河南省会城市、物流人流口岸城
市和重要交通枢纽，推进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本轮疫
苗接种攻坚战中，郑州市高位统筹谋划、高标准提升能力、高频度宣传发动、
高效率信息支撑、高水平安全保障，充分发挥党员积极性和先锋模范作用，如
期超额完成了接种目标任务，以卓越的成绩向党的100周岁生日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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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开微信、抖音，不时就能刷
到关于新冠疫苗接种的各种科普
文章和短视频；打开郑好办、支付
宝等平台，可以方便地查询到自己
的预约信息、接种凭证……除了高
效的组织能力之外，本轮大规模疫
苗接种工作的稳步推进，还得益于
高效的宣传动员能力和强大的信
息支撑，充分动员和催化了群众的
接种积极性。

“构筑全民免疫屏障，需要你
的‘一臂之力’。”在这种氛围的感
召下，不仅广大群众接种疫苗的意
愿愈发强烈，越来越多的老人也加
入到接种队伍中。郑大五附院社
区管理科护士长宋利英说，接种人
群中，老年人的比例明显增多。二
七区福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2岁的老人带着 99岁的老伴儿
来打疫苗，该中心公卫科主任何艳
霞说，针对高龄接种者，接种门诊
专门为他们开通了绿色通道，确保
他们尽快接种、安全接种。

据悉，全市通过微信、抖音等
方式每天发布“防疫公告牌”，已推
送健康科普信息及公益广告 19万
余条。利用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官方
微信不间断推送疫苗接种知识，在
学习强国郑州平台开设“健康科普”

专栏，开展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
进学校、进家庭“五进”宣传活动；召
开新闻发布会，邀请专家“走进直播
间”、开展“疫苗接种知识答题送红
包”等活动科普疫苗知识。针对第
二剂次接种人群和临近或超过 56
天未接种人群，组织点对点宣传动
员，确保免疫程序完成。

与党史教育密切结合，号召全
市党员干部争当“排头兵”。以“党
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模式，推动
下沉党员干部与村（社区）“结对
子”、“党建+多元力量”共同助力疫
苗接种工作，推动疫苗接种工作跑
出“加速度”。

为了提高效率，方便群众，市
大数据局整合上线的“新冠病毒疫
苗预约接种系统”，利用郑好办、支
付宝、微信平台实现精准预约，“扫
码完善登记信息”功能让每人次登
记台登记时间由原来的2~3分钟缩
短至20秒，大大减少了群众等待时
间。“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地图”的浓
缩绘制，“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证明”
凭证的电子化，也给群众带来了极
大的方便。强大的信息支撑，仿佛
“润滑剂”，让疫苗接种行动推进更
加顺畅，充分体现了大数据时代高
效、便捷的优势。

持续推进疫苗接种
全面构建免疫屏障

郑州市超额完成接种任务，以实际行动致敬党的百年华诞

自郑州市在全省率先开展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以来，各级领导非常
重视，各区县（市）也都把疫苗接种
工作摆上最重要的位置。郑州市疫
苗专班综合组负责人、郑州市卫健
委疾控处副处长牛珊珊说，2020年
12月 23日到 2021年 3月 25日，郑
州市完成了针对九类重点人群的紧
急接种任务。此后，利用一个月的
时间进行充分准备，迎接5月6日开
启的全市大规模疫苗接种行动。

郑州市确立了6月5日前完成
504万人第一剂次接种，6月底前完
成504万人第二剂次接种的工作目
标。在全市建立起“市、县、乡、村”
四级指挥网络，形成专班对接、上
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建立“属地+
行业”双管机制，根据各区县（市）
常住人口数量把目标分解到县区，
再到乡镇、到单位、到行业，按照属
地管单位、单位管人员，属地不漏

一个单位、单位不漏一人、接种不
漏一人、留观不漏一人的“两管四
不漏”原则，做到任务清、责任明、
推进快。

6月 16日深夜，长江路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接种点附近，工作人员
走上街头，招呼符合条件的过往行
人接种第二针疫苗。这天晚上，工
作人员一直到0点才接种完所有疫
苗。这就是郑州市疫苗接种实施
的日清零制度，这种情况，是全市
各疫苗接种点的常态。为了提高
接种效率，郑州市建立疫苗动态监
测调配机制，实施“日报告”“零报
告”制度，市疫苗专班根据各区县
（市）当日疫苗“清零”情况统筹调
配疫苗分配数量，保证疫苗分配不
压苗、不缺苗。全市每周召开疫苗
接种工作推进会，成立 3个专项督
导组拉网式督导，确保疫苗接种各
项工作顺利推进。

取苗、开盒、抠盖、抽取、消毒、
注射……犹如行云流水，对于接种
护士来说，这一套注射疫苗的标准
动作，已经重复了不知多少遍。黄
河科技学院临时接种点接种护士
祝瑞雪，一天曾最多接种700多针，
手指磨得红肿、出血，拿纱布、创可
贴缠一缠继续干。在郑东新区民
生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个接种
台6小时为456人接种新冠疫苗。

要保障新冠疫苗接种任务的
完成，接种能力的提升是重中之
重，扩容现有接种单位和设置临时
接种点，使得接种能力得到大幅度
全面提升。郑州市二院疫苗临时
接种门诊，设在东院区大学路沿街
门面房里。该院疾控科科长田宏
茹说，这里已经全部按要求改造成
了符合标准的接种点，从临床一线
抽调 150名医护人员，培训后轮流
值守临时接种门诊，加班加点、开
足马力为辖区居民开展接种工作。

据悉，本轮大规模接种行动，

全市接种点由 274个增加至 959
个，接种台 2883个，接种医务人员
1.6万余人、急救人员 1909人。配
置疫苗存储冷库42个，疫苗冷链转
运车辆64台，公安和疾控部门共同
打造“疫苗运转绿色通道”，保证疫
苗运转全天候绿色通行。印发特
殊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实施方
案，明确港澳台同胞和外籍在郑接
种相关要求，确定16个二级以上公
立综合医院为外籍人士提供接种
服务。

为了确保接种安全，每个接种
点严格落实“三查七对一验证”要
求，消除人为风险；同时，制订新冠
疫苗安全应急预案，所有接种点全
部与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建立对口
医疗救治保障机制，医护人员现场
值守；配足配齐救治设备和急救药
品，120救护车值守待命；抽调急
诊、重症等 518位专家组建 17个接
种异常反应专家组，开展接种异常
反应处置指导。

确立目标，压实责任
高位统筹谋划疫苗接种工作

扩容提升，组织保障 确保疫苗接种迅速顺利推进

宣传发动、信息支撑 充分催化群众接种积极性

■后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风高浪急更见砥柱中流”。无论是荡气回

肠的大国“战疫”，还是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疫苗接种行动，全市卫生健康系
统无疑都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坚决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新
冠疫苗接种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无数党员干部身披白袍，胸佩党徽，日夜
奋斗在接种一线。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战斗堡垒，
他们不请假、不休假，周末、节假日“不打烊”，为群众提供“不断档”的疫苗
接种服务。在每一个紧要关头，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刻，党员和党组织
的强大凝聚力都会化为排山倒海的执行力，一往无前，势不可挡。

奥运冠军孙甜甜接种第二针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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