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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团洲乡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

接种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棉种场、卫生院:

为贯彻落实近期国家、省联防联控机制相关文件及有关领导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推进现阶段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根

据《岳阳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关于印发岳阳市新冠病

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实施方案的通知》(岳突发公卫指[2021]55

号)及《华容县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尽心尽力做到应接尽接。疫情防控是每位公民的责任与

义务，疫苗接种是做好疫情防控的关键和有效手段。各村（社区）

要本着实事求是和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继续积极稳妥做好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做到“应接尽接”。要通过加强对疫苗接种



效果的正面宣传，深入细致地开展组织动员工作，鼓励符合接种

条件的人群主动接种、尽早接种，要将流动人口、老年人作为重

点进行查漏补缺，提供节假日接种服务，做好外地返乡人员查漏

补种。

二、合法合规开展接种，加强对接种结果核查工作。要合法

合规开展接种，严格落实接种操作各项要求，守好接种安全底线。

要坚决杜绝“数字接种、笔头接种”等违规行为。一旦在流调溯

源或疫情处置工作中，发现感染人员、隔离人员等人员中有应接

而未接的情况，将进行责任倒查并予以通报。

三、及时完成全程免疫，尽早建立人群免疫屏障。要按照免

疫程序对达到接种时间间隔的人群加快推进后续剂次疫苗接种工

作，尽快完成全程免疫。对于从卫生院免疫规划信息系统中导出

的到期应种人员信息，各村（社区）应逐条核实清楚，逐人通知

到位，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完成接种的应详细登记备查、全程接种

率将作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

附件:团洲乡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按种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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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团洲乡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

署,安全稳妥推进全乡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工作，提升疫情

防控水平，根据《岳阳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关于印发

岳阳市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实施方案的通知》(岳突发公卫

指[2021]55 号)及《华容县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实施方案》

的有关要求，结合我乡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人群

当前可用于实施加强免疫接种的疫苗有国药中生北京公司、

北京科兴公司、国药中生武汉公司的灭活疫苗。根据疫情防控需

要,在全程接种上述疫苗满 6 个月的 18 岁以上人群中实施加强免

疫接种。

优先在重点人群(包括感染高风险人群、保障社会基本运行的

关键岗位职业人群)中开展加强免疫。其中，感染高风险人群包括:

医护人员等卫生院工作人员(含卫生院保洁、食堂、驾驶等工作人

员)；因公因私出国等境外感染高风险人群等。关键岗位职业人群

人员包括:社会秩序保障从业人员，如政府机关、派出所、社区工

作者等；基本生活物资供应保障从业人员(食品、水、电、暖、煤、

气等行业从业人员)；集镇服务人员如交通、物流、环卫、殡葬、

通讯等行业人员等。



各村（社区）可结合实际，统筹考虑重大活动等疫情防控需

要和 60 岁及以上感染后导致重症风险高的高危人群等因素，扩大

加强免疫接种入群范围。同时，对其他符合条件且有接种需要的

人群提供加强免疫接种服务。

二、疫苗选择和接种安排

现阶段加强免疫接种在完成两剂次接种 6 个月后实施，使用

已接种过的原疫苗进行加强免疫。其中，使用同一种灭活疫苗完

成两剂次接种人群，原则上使用原灭活疫苗进行 1 剂次加强免疫；

使用不同灭活疫苗完成两剂次接种的人群，原则上优先使用与第

二剂灭活疫苗相同的疫苗进行 1 剂次加强免疫，如遇第二剂相同

疫苗无法继续供应等情况，可使用与第一剂灭活疫苗相同的疫苗

进剂次加强免疫。

三、做好费用保障

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继续实施居民免费接种政策，具体的

费用保障和结算政策由县主管部门另行公布。

四、确保接种安全

各村（社区）要把接种安全放在突出位置，规范组织接种实

施，加强免疫原则上在现已设接种单位进行接种。卫生院要做好

加强免疫的接种信息登记和疫苗流向管理，及时准确更新免疫规

划信息系统和预防接种凭证中接种记录相关内容。加强疑似预防

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和处置工作，及时发现和预警潜在风险。

五、加强组织实施



(一)强化属地主体责任。各村（社区）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高度重视并统筹做好加强免疫工作。要加强对辖区内加强免疫接

种工作的指导，全面掌握工作进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统筹

做好加强免疫接种、其他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和常规疫苗接种

等工作，确保接种工作稳妥有序推进。

(二)落实部门行业管理责任。原则上感染高风险人群和保障

社会基本运行的关键岗位人员的加强免疫工作由各相关单位统一

组织实施。各相关单位应做好优先接种人员的组织动员工作,着力

推动实现“应接尽接”。

(三)做好宣传引导。各村（社区）和相关部门要根据工作需

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加强免疫接种工作的宣传措施，重点宣传加

强免疫接种的目的和意义，积极引导目标人群主动接种。要加强

舆情监测，及时发现处置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