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记者 忻媛

本报讯 第二剂次“加强针”
来了！记者昨从市疾控中心获
悉，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应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我市昨起已启动
新冠病毒疫苗第二剂次加强免
疫接种工作。

据市疾控中心免疫科科长
罗小福介绍，在第一剂次加强免
疫接种后，间隔6个月及以上，符
合条件的人群可以用腺病毒载
体疫苗肌注或吸入（吸入式新冠
疫苗），或者用重组新冠疫苗
（CHO细胞）进行第二剂次加强
免疫接种。

“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
优先考虑序贯加强免疫接种。”
罗小福说，现阶段，医务人员
等感染高风险人群、60 岁以上
老年人群和具有较严重基础疾
病和免疫力低下人群，倡议应
接尽接；18 岁以上其他人群，
愿接尽接。

另悉，昨天，本报 A01 版报
道了《吸入式新冠疫苗来了》的

图片新闻后，也受到了不少市民
的关注。吸入式新冠疫苗与我
们之前接种的新冠疫苗有什么
差异？有接种需求的人群需要
具备哪些条件？接种后又需要
注意什么呢？

不打针，只需深深吸一口
气，将雾化新冠疫苗吸入呼吸
道，就完成接种，这就是吸入式
新冠疫苗接种过程。罗小福告
诉记者，本周，吸入式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在我市陆续启动。

“吸入式新冠疫苗采用基因
重组腺病毒载体工艺，在不改变
疫苗成分的基础上，将疫苗雾化
成气溶胶，通过吸入的方式进行
接种。”他说，吸入式新冠疫苗除
了方便、快捷、无痛，还有一个更
重要的优点，即黏膜免疫。

简单来说，就是新冠疫苗通
过口腔吸入的方式，使雾化后的
疫苗经过呼吸道最终抵达肺部，
刺激机体在呼吸道的表面形成
一层保护性抗体，其可与新冠病
毒结合形成复合物，通过呼吸道
黏膜纤毛摆动，将复合物排出体
外。也就是说，通过黏膜免疫，

建立了病毒进入人体的第一道
防线。

记者了解到，目前18岁及以
上人群，且已经完成新冠病毒灭
活疫苗或者腺病毒载体疫苗基
础免疫的人群，并间隔6个月及
以上的，即可接种吸入式新冠疫
苗（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第一剂
次吸入式新冠疫苗加强免疫时，
间隔3个月以上即可）。需要注
意的是，吸入式新冠疫苗暂不用

于基础免疫接种。
那 接 种 后 需 要 注 意 什 么

呢？罗小福表示，接种吸入式新
冠疫苗不影响吃饭、洗澡等，多
喝水，多休息，与常规接种完疫
苗之后一样，建议当天清淡饮
食，不吃容易过敏的食物，不要
进行激烈运动。接种疫苗后可
能会出现伴随细胞免疫起效的
一过性疲乏和发热，一般无需特
殊处理，可自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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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剂次“加强针”来了
吸入式新冠疫苗接种也已启动
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 市疾控专家为你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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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怀为民谋“共富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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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记者 张璐

本报讯 新年的脚步声越来
越近，当一笔4000元的爱心善款
捐赠到我们的线上募款项目，我
们“一周一心愿”栏目发起的“温
暖湖州年”公益活动也即将迎来
圆满的“收官之旅”。

“剩下的钱我们来出！”给
我们节目组打来电话的是湖州
市合肥商会执行会长王尚聪，

这是他们第二次参与我们的公
益活动。

在做公益这条路上，他们一
直在行动：2020年7月，他们向四
川省广元市七佛乡小学捐赠爱
心基金5.6万元；2021年8月通过
市慈善总会捐款16万元支援河
南抗洪救灾……

王尚聪告诉记者，同样是新
湖州人，他们更能理解独自在外
打拼的艰辛，商会的会员单位大

多是从事建筑、童装行业的，他
们能在湖城安家落户，离不开自
身的兢兢业业付出，也离不开这
座城市的温暖和包容。

“参加你们的公益活动，也是
希望能让更多新湖州人感受到来
自第二故乡的温暖。”王尚聪表
示，接下来他们也会参与更多面
向社会特殊群体的公益活动，为
第二故乡尽一份公益之心。

本周一开始，我们已经和

爱心单位一起着手准备新年礼
包。

这次我们还是会延续以往
的传统，比如带有湖州特色的伴
手礼，孩子们喜欢的零食，以及
有纪念意义的暖心小物件。

12月16日将举行线下发送
活动，部分不能到达现场的参与
者，我们将会另行通知安排发
放，已经报名成功的参与者也不
用担心。

H记者 张志炜

“多亏老沈的牵线搭桥，让
我申请到了利率较低的贷款，缓
解了资金周转困难。”近日，德清
县莫干山镇仙潭村民宿易竹居
的业主刘吉庆看着刚刚到账的
49万元贷款连连道谢。

刘吉庆口中的老沈就是莫
干山镇仙潭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市九届人大代表沈
蒋荣。今年，民宿产业受冲击
较大，仙潭村不少民宿都遇到
了资金周转困难。得知情况
后，沈蒋荣第一时间与银行对
接联系，开展走访活动，帮助
刘吉庆在内的7位民宿业主找到

合适的金融产品，解决了他们
的燃眉之急。

出于长远考虑，在沈蒋荣的
牵头下，仙潭村还与德清县相关
银行、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学院
建立了党建联盟，为民宿产业发
展提供人才和资金保障。

在如今的仙潭村，有困难找
老沈已经成为众多民宿业主们
的共识。多年来，身为人大代表
的沈蒋荣积极发挥“头雁”作用，
以带领区域群众共同致富为己
任，通过“做给大家看、带着大家
干、帮着大家赚”的方式，探索出
一条以民宿产业带动共同富裕
的发展新路径。

“他是村里第一个做精品民

宿的，毫不保留地和我们分享房
屋装修、市场营销、活动策划等
经验，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莫
干山晨汐民宿业主汤国平感触
颇深，“从开始设计施工到今年6
月开业，他一直在帮助指导，仅
在房屋装修方面，我们就省下了
近5万元。”

成功案例加上互助共享，仙
潭村掀起了民宿创业的潮流，几
年时间，村里开起了 158 家民
宿。同时，民宿产业又带动了一
系列新业态落地，大大小小的餐
厅、农场、咖啡馆、奶茶店相继开
办。“全村570余户，通过民宿产
业提高收入的，覆盖了约80%。”
沈蒋荣说。

80%农户在民宿产业中受
益，那么，另外的20%怎么办呢？
这也是沈蒋荣一直在思考的问
题。为此，今年他又牵头成立了

“强村公司”，计划通过村里的运
营，让所有的村民都通过旅游这
个行业进行创收。

在今年市两会的建议中，沈
蒋荣还把目光聚焦到了农村养
老保障方面，在他看来，实现共
同富裕还应建立更加完善的农
村养老保障机制，让农村老人在
美好环境中享受品质生活。

“作为一名村干部和人大代
表，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村民
过得好一些，这是我最开心的
事。”沈蒋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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