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刀切式接种疫苗需纠正

 热点事件

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公布，截止 2021 年 4 月 14 日，全国累计新冠疫苗接种人数超过

1.79 亿，多地加速了疫苗的接种速度，随着各地接种疫苗网点的逐渐增多，疫苗接种人数

呈几何数字增长。目前一线高风险人群如：医护人员、海关检验检疫人员、冷链运输人员等

基本完成接种工作，针对 18-59 岁新冠肺炎高风险感染人群的接种工作正在陆续开展。下一

步 60 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疫苗工作将逐步展开，数据显示老年人接种疫苗是安全的。

经过春节的大考，国内疫情没有反弹，大部分群众主观认为国内环境已十分安全，因此

出现接种积极性不高、接种率低等情况。对此，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表示，疫苗接种率达

到或超过 80%才能起到屏障效果，目前我国新冠疫苗接种人数位居全球第二，但接种率偏低，

在未来全球重归开放之后，境外输入病例增多，国内疫情难免出现反弹。中国疾控中心流行

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近期云南瑞丽的疫情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新冠疫情仍然处于

大流行阶段，输入性压力依然巨大，同时由境外输入造成的局部疫情扩散风险依然很大。第

二，疫情日常防控不可松懈。钟南山院士强调，尽管中国疫苗接种人数达到世界第二，但百

分比很低，只有 12%左右，希望在六、七月份能够达到 40%左右。否则一旦完全开放，十分

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有网友爆料单位将接种疫苗作为行政工作抓落实，将疫苗接种情况，接

种率作为与升学毕业、职称晋级、入职评优相挂钩的年底绩效考核指标，更有甚者无视人群

特殊身体情况，要求全员接种。部分地区为了加快推进疫苗接种工作出现了一些“一刀切”

式简单粗暴的工作苗头。

 各方观点

＠新华每日电讯：从历史经验看，大规模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性疾病最有效的手段之

一。接种疫苗人数越多，免疫屏障就越牢固；接种速度越快，越有助于尽快形成免疫屏障、

回到正常生活状态。接种疫苗不仅能保护自己，也能更好地保护身边的亲友和同事。“一刀

切”要求全员接种不仅可能给不适宜接种的人群带来医学风险，甚至还可能增加部分群众的

抵触情绪，反而不利于推进疫苗接种工作。这些不良苗头，究其原因，是因为少数地区和单

位急于完成疫苗接种任务，或是考核指挥棒下的攀比心态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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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近期个别地方在疫苗接种工作中出现了简单化，甚至一刀切的情况，

强制要求全员接种，必须坚决予以纠正。虽然不是普遍性的，但是也反映了个别地区的组织

管理工作还不够精细，不够精准。吴良有介绍，国家卫健委将继续加强对各地的指导，要求

地方各级提升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管理和组织水平，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中要坚持应接尽接和

自愿的原则相结合。在充分告知的基础上，引导并鼓励群众积极接种、主动接种，切实提高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央视新闻：“一刀切”的做法简单粗暴，它的背后其实是一种能力焦虑。破解之道

除了提升自身能力之外，也不妨向民间借借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有时候一条好的宣传

语、一个暖心的做法就可能四两拨千斤，提升人们的接种意愿。

 模拟题

近期，一些地方为了加快疫苗接种速度，不惜动用行政手段将疫苗接种情况与学生升学

毕业、教师职称晋级、员工入职评优相挂钩，更有甚者直接干预企业生产运营，对于此类强

制接种疫苗的做法，你怎么看？

 参考解析

流行病学经验表明，控制传染病传播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大规模接种疫苗进而形成免疫屏

障，因此，各地政府为了加快疫苗接种速度，纷纷加速建立疫苗接种网点，以期在国家恢复

全面开放之前达到相应的疫苗接种率，让经济与社会生活尽快回归正轨。不可否认其初衷是

好的，但是简单粗暴不考虑实际情况，甚至一刀切式的工作方式要不得。一方面，忽视人群

特点，强制接种疫苗不仅会给接种人带来一定的免疫系统风险进而增加医疗成本；另一方面，

会加剧其他人群的抵触心理不利于疫苗接种工作的顺利开展。

之所以频繁出现这种“一刀切”的工作方式，究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疫苗接种的认识不够深刻。他们认为接种数量、接种规模是

衡量自己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而忽略了对接种效果的考虑，更忽视了因接种不当所带来的

严重后果。

第二，工作能力欠缺。部分地方政府在推进疫苗接种过程中，单纯依靠行政指令的上传

下达，工作做法简单粗暴已经养成了依靠依赖行政手段的工作方式，工作方法欠缺，究其根

本就是能力恐慌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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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绩效考核不科学。各级行政单位依据疫苗接种情况制定绩效考核指标，造成下级

单位为了完成任务一刀切的工作方式，不得不将绩效考核与诸如学生毕业入学、教师职称评

定、员工入职评优等捆绑。

从当下来看，尽管我国疫苗接种人群数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但接种率不高。因此提高疫

苗的接种率确实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和勇气，对此我认为

应该：

第一，转变工作方式。从要求“群众接种疫苗”变成“群众我要接种疫苗”是提高疫苗

接种率的根本所在。一方面通过主流媒体加大宣传疫苗接种的好处，同时向群众讲解疫苗接

种中出现的某些不良反应实属正常，打消群众接种的顾虑；另一方面可通过防疫行程码变色、

宣传标语警示等形式增加接种人群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第二，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带头接种疫苗。各级党委，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做接种疫苗

的先锋，并将疫苗接种后的反应及时反馈给周边人群，有效消除其焦虑感，对于恶意造谣国

产疫苗，夸大疫苗不良反应的的行为要及时抵制。

第三，畅通民意社情的举报渠道，完善好差评制度。将群众对于基层行政行为的评价作

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倒逼地方政府改进工作作风。

第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提高公职人员准入门槛，加大岗前岗中的培训力度，

加强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建设，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提高公职人员深入群众，

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能力。另一方面推进学习型组织建设，及时更新知识做到与时俱进，

避免出现老方法不好用，新方法不会用，硬方法不敢用，软方法不好用的尴尬局面。

最后，相信全社会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

 思路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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