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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我国只有４种疫苗列入计划免疫，经过 ３０
年的努力，到今年国家确定扩大免疫规划使用 １４种疫苗
预防 １５种相关传染病，成为世界上免疫规划覆盖病种最
多的国家。

“３０年来，我们消灭了天花，驱除了脊髓灰质炎……
让无数孩子逃离死亡和残疾的魔爪，这最大的功劳就是

预防接种，它帮助我们抵御病魔，让传染病远离了我们的

生活。”提起３０年的免疫规划成绩，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王松强感慨万千地说，我市免疫规划工作在市委、市

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广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者 ３０年的不
懈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
年分别通过国家以省、县、乡为单位的儿童免疫接种率

８５％的审评活动；２００１年通过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
洋区消灭脊灰证实委员会的无脊髓灰质炎状态考核认

证；２００２年全市开展乙肝疫苗普种 ３６０万人次，有效降低
了我市人群乙肝病毒感染率；全市疫苗针对性疾病发病

率大幅度下降，连续 ３０年未发生白喉病例，１６年未发生
脊髓灰质炎野病毒病例，麻疹、百日咳、流脑、乙脑等传染

病发病率较１９７８年均下降９５％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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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灰质炎是严重危害儿童健康和生命的古老的传

染病，多发于 ５岁以下儿童，故又称小儿麻痹症。我市曾
经是脊髓灰质炎严重流行地区之一。

早在全国和全省开展脊髓灰质炎疫苗强化免疫活动

前，即 １９８９年，我市就开始在局部地区开展应急免疫，
１９９０年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两轮强化免疫活动；自 １９９１
年起至今，已连续 １７年开展了 ３６轮消灭脊髓灰质炎强
化免疫日活动，全市强化免疫适龄儿童共服苗 １２００万人
次，报告接种率和抽查接种率均在９５％以上。在人群中建
立了可靠的免疫屏障，极大地减少了易感人群的积累，有

效地阻断了脊灰野毒的循环。特别是 １９９１年之后，我市
分利用ＪＩＣＡ、卫七项目等国际援助和技术合作项目，开展
并逐步完善了脊灰监测工作，全市由哨点医院监测逐步

扩大到综合医院监测，确保做到及时发现和识别输入性

脊灰野毒。我市自１９９２年发现最后１例脊髓灰质炎野病
毒病例至今未在任何监测标本中分离到脊髓灰质炎野病

毒，已连续１６年没有发生脊髓灰质炎野病毒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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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疹曾是严重危害我市儿童身心健康的一种传染

病，呈明显周期性流行趋势，发病高峰在每年冬春季，发

病年龄以５岁以下小儿为主。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麻疹疫苗
在我市开始使用，接种对象是８月龄以上儿童。１９７３年后
对 ４岁儿童复种。１９８２年对 １０岁以下儿童进行了普种。
通过近 ３年对全市 １０岁以下儿童普种麻疹疫苗，全市麻
疹防治出现新局面，麻疹发病急速下降，发病率大幅下

降，由计划免疫前每年平均 １００／１０万左右控制到如今每
年１０／１０万左右。

我市在做好麻疹疫苗基础免疫的同时，适时开展好强

化免疫或查漏补种工作。２００１年，我市开展了０～１４岁儿童
的麻疹、风疹疫苗初始强化免疫活动。２００５年，我市再次开
展了７岁以下儿童的麻疹、风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２００６
年底，我市麻疹疫情较往年有明显上升，为有效控制疫情，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 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度消灭脊灰强化
免疫活动中部署麻疹查漏补种工作。２００７年２月，市政府
再次召开全市麻疹控制工作会议，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

部署开展我市０～７岁儿童，尤其是流动儿童为重点的麻疹
疫苗查漏补种工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印制１４万份宣
传材料下发各县（市）、区，并成立６个督导检查组，对全市
麻疹查漏补种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在短期内查漏补种 １６
万人次，快速有效地控制住我市麻疹疫情的发展。

麻疹监测工作质量是做好麻疹控制工作的先决条件。

２０００年，我市积极争取到ＣＤＣ／ＷＨＯ国际组织合作的麻
疹监测项目，该项目通过麻疹流行病学监测和麻疹实验室

检测相结合，建立起更为完善的全市麻疹专报监测系统。

通过麻疹监测项目的实施，加速了我市麻疹控制的进程，

提高了麻疹监测的质量，健全了麻疹实验室网络，提高了

实验室检测技术。２００３年８月，ＣＤＣ／ＷＨＯ专家组对我市
该项目进行考核验收，得到全体专家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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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不仅给病人、家庭、社会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

还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是许多家庭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引发一系列社会问

题。乙肝的预防控制是关系亿万民众的健康大事，对于实

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战略

意义。我省曾是乙肝大省，１９９２年调查显示，我省一般人
群乙肝病毒感染率为 ６４．２％，乙肝病毒表面抗原（ＨＢｓＡｇ）
阳性率为１１．１％。

目前，全世界尚没有根治乙肝及其并发症的特效药

物，唯一有效的预防措施是注射乙肝疫苗，它能对 ９５％以
上的接种者产生保护作用，母婴传播阻断率可达到９０％以
上。而且也是预防丁肝及原发性肝癌的一种有效疫苗。我

市自 １９９２年之后开始推广接种乙肝疫苗，１９９７年在卫生

Ⅶ项目支持下，我市大力推行农村地区普及乙肝疫苗接
种工作，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率逐年上升。１９９９年，我市
对农村贫困地区儿童实行乙肝疫苗减免政策，使数十万

儿童开始免费接种乙肝疫苗。２００２年，全市开展乙肝疫苗
普种工作，共计普种 ３６０万人次。在 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间，
我市还承担了国家乙肝血清学监测和流行病学监测项目

的工作任务。根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市５岁以下儿童乙肝
表面抗原携带率在城市由原来的 １０％已经降到 １％以下。
随着乙肝疫苗的广泛应用，完全可以预见，乙肝作为危害

我国人民健康的一种最严重的疾病也将成为历史。

预防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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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市预防接种工作一直把基础管理作为重

点，相继实现儿童免疫接种率以县和以乡为单位儿童免疫

接种率８５％的目标，并连续多年保持“四苗”接种率以乡为
单位９５％以上、乙肝疫苗首针及时接种率９０％以上的成果。

为巩固和提高儿童基础免疫接种率和接种质量，有

效控制相应传染病，规范化管理预防接种工作，１９９２年我
市开始积极探索并推广集中式预防接种门诊化管理模

式，推广以乡为单位门诊化集中式接种。预防接种门诊是

指以乡镇卫生院、城市地段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县

区卫生防疫机构设立的接种门诊，并具备固定的接种用

房、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措施实

行定时定点接种的基础免疫服务网点。门诊化接种是免

疫预防工作向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的需要，是高质量

免疫接种工作的重要服务形式之一。我市通过门诊化预

防接种，充分发挥了冷链设备的作用，提高接种服务频

次，减少疫苗损耗，为社会提供了更安全、规范和完善的

优质预防接种服务，同时也逐渐成为宣传计划免疫知识

和普及预防控制疾病的健康教育中心，树立了良好的社

会形象。２００２年，我市 ２０家乡镇预防接种门诊获首批省
级示范化接种门诊称号，目前，全市已经有 ３０家预防接
种门诊成为“省级示范门诊”，有 １００家预防接种门诊被
验收合格成为“市级规范门诊”。２００３年，河南省卫生厅在
我市召开创建示范化预防接种门诊工作现场会。２００３年
１１月，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齐小秋参观二七区齐
礼阎乡卫生院后，评价我市预防接种门诊建设符合我国

免疫规划实际工作的实际情况，郑州市预防接种门诊化

建设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

２００５年市卫生局制定下发 《郑州市卫生局关于开展

预防接种门诊检查工作的通知》，对全市所有示范化和规

范化门诊进行了复核验收工作。２００７年２月，再次制定下
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接种门诊管理工作的通知》，要

求各县（市）、区切实加强对预防接种门诊的管理，严格实

行预防接种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合理设置辖区预防接种

门诊，明确责任区域，做到“横到边，竖到界”，消灭免疫服

务空白点，目前全市预防接种单位已复核完毕，区域划分

工作全部完成。

本报记者 汪 辉 通讯员 胡君平

２００８年是我国实施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的第一年，也是我国计划免疫实施３０周年。今年４月２５日是全国第２２个预防接种日，主题是“预防接种，健康的保障”。在这个特殊日子到来
之际，让我们一起关注免疫规划，关注我市３０年来免疫规划工作走过的不同寻常的道路，让传染病远离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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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郑州市在全市普及计划免疫工作。
１９８１年，第一座疫苗专用冷库建成使用。
１９８５年，全市启动冷链运转试行工作。
１９８７年，市区建立计划免疫门诊，实行“一人一针

一管”制度。

１９８８年，通过国家以省为单位免疫接种 ８５％的目
标审评。全市冷链系统建成并投入运转。计划免疫保偿

制度在全市实行。

１９９０年，通过国家以县为单位免疫接种 ８５％的目
标审评。

１９９１年，“消灭脊灰，强化免疫”活动在全市开展并
持续至今。建立全市脊髓灰质炎疫情专报系统。全市各

乡镇卫生院配备了低温冰箱。第一部疫苗冷藏运输车投

入运转。

１９９２年，探索并推广集中式预防接种门诊化的管理
模式。全市脊髓灰质炎疫情专报系统升级为急性迟缓性

麻痹病例监测报告系统，各项监测指标均达卫生部要求。

１９９４年，颁布实施《郑州市儿童计划免疫条例》，我
市预防接种工作走上规范、科学、法制的轨道。

１９９５年，通过国家以乡为单位免疫接种 ８５％的目
标审评。

１９９６年，启动“世界银行贷款卫Ⅶ项目”，我市计划
免疫工作得以加强并推动全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健康

发展。

１９９９年，我市对农村贫困地区儿童实行乙肝疫苗
减免政策，数十万儿童接种乙肝疫苗。我市建立完善的

麻疹监测专报系统，同年启动无脊髓灰质炎证实工作。

２０００年，我市正式启动 ＷＨＯ／ＣＤＣ麻疹监测合作
项目。

２００１年，通过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消
灭脊灰证实委员会的无脊灰状态考核认证。开展全市

０～１４岁儿童的麻疹、风疹疫苗初始强化免疫活动。
２００２年，全市开展乙肝疫苗普种活动，疫苗接种

３６０多万人次，大大降低了我市人民乙肝病毒的感染
率。全市推广门诊化接种工作。我市２０家乡镇预防接种
门诊获首批省级示范化接种门诊称号。

２００３年，河南省卫生厅在我市召开创建示范门诊
工作现场会。１００家规范化预防接种门诊建成使用。
ＷＨＯ／ＣＤＣ麻疹监测合作项目顺利完成。风疹疫苗纳
入计划免疫管理。全市计划免疫工作者战斗在抗击“非

典”第一线。

２００４年，国家免疫接种率调查“四苗接种率”达到９５％。
２００５年，《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颁布，全

市适龄儿童免费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全市７岁以下
儿童麻疹、风疹强化免疫，麻疹接种 ３８１４５２人次，风疹
２４２０１６人次。对全市所有规范化预防接种门诊进行复
核验收。

２００６年，全市开展 ７岁以下儿童乙肝疫苗查漏补
种活动，共接种 ４０５７４人次。免疫规划监测信息管理系
统在全市推广使用。

２００７年，全市开展 ７岁以下儿童麻疹查漏补种活
动，共接种１６万人次。筹建全市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

!"#$%&'()

３０
*+,

!"#$%&'(

!!!"#$%&'()*+,-./0

本报记者 党贺喜

见微而知著#盘点戊子年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胜果#有着多元的价值&坐标系'%

记者通过百度分别输入&戊子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和&戊子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
典礼'这两个关键词#搜索到的相关网页
分别是

%$'$

个和
'($

个%

拜祖大典所透露的&海量'信息给世
人以深刻的启迪(年轻的拜祖大典作为中
原特色文化品牌#其影响力越来越强)古老
的黄帝故里故都新郑#以其号召力被越来
越多的中华儿女认可为&心灵的故乡'%

回放权威之音!

"黄帝故里故都在新郑#

其实# 黄帝故里故都在新郑# 并非
&新闻'%

#))%

年#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举办
的&炎黄文化与中原文明学术研讨会'纪要
已言之凿凿地作答(&黄帝故里在新郑% '

#))*

年# 中国古都学会在新郑召开
学术研讨会# 进一步确认新郑是黄帝的
诞生地$ 建都地% 时任中国古都学会会
长史念海教授还为黄帝故里题词 &中华
第一古都'%

%$$!

年#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再次
牵头召开学术研讨会# 确认黄帝诞生地
在新郑# 黄帝故都在新郑% 周谷城$ 萧

克$ 费孝通等领导都曾为黄帝故里题词%

还是在这次研讨会上# 中华炎黄文化研
究会在黄帝故里树碑以作确认和纪念%

大德无声# 丰碑无言% 回放权威之
音# 无疑奠定了黄帝故里故都在新郑这
一坚不可摧的论断%

专家皓首穷经!

"黄帝故里故都在新郑$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
朝% '为了使黄帝有一个&固定'的&家'#众
多专家学者作出了艰辛和不懈的探索%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忘记# 在轩辕黄
帝的故乡新郑# 有这样两位老人(

"'

岁
的赵国鼎和年届七十的刘文学 % 他们
&披阅十载'# 皓首穷经% 赵国鼎以其独
到的理念推算出 &今夕是何年'( 按照黄
帝甲子纪年#

%$$*

年是轩辕黄帝开国立
都

&$$&

年# 他由此获得了
%$$&

年第十
七届联合国国际科学与和平周荣誉奖 #

&赵黄帝' 成为他的雅号% 刘文学老人曾
&上书' 省委书记徐光春# 呼吁加强黄帝
文化的研究宣传和开发# 很快引起了徐
光春同志的高度重视# 并到新郑做专题
调研% 如今# 刘文学

"*

万字的巨著 *黄
帝故里通鉴+ 已成为黄帝文化必读文本%

中国古都学会会长朱士光教授几乎

每年都要来河南$新郑#以最新研究成果
为新郑正名(&我们可以确认#新郑在远古
时代为有熊氏之国$少典氏之国#轩辕黄帝
出生地轩辕丘和建都地就在新郑境内% '

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黄景略
则从考古学角度加以指证( &黄帝故里
在新郑# 这在

#"$$

年前的西晋时期已经
说清楚了% 新郑在裴李岗文化$ 仰韶文
化和龙山文化这三个时期都是发达的地
区# 尤以裴李岗时期为盛%'

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罗哲文独辟蹊径#从研究黄帝时代
的建筑入手# 他说(&中国建筑技术最高$

最有艺术价值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经
开始了#黄帝曾经建筑十二楼#是有文献
记载的%我同意黄帝在新郑建都并统一中
国的说法% '

考古世所认同!

%黄帝故里故都在新郑$

穿越时光隧道 # 破译
&$$&

年前的
&历史密码 '# 中国古都学会会长朱士
光教授以其独特的 &四维空间 '# 为黄
帝故里故都在新郑作出了历史与现实
的回应,,,

史有明载% *史记-五帝本纪+开篇写
到 &黄帝者 #少典之子 #姓公孙 #名曰轩

辕..'这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有关黄
帝的最权威的文献记录% 到了晋代#皇甫
谥在*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中专门做出
注解(&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 '

地有确迹% 在新郑#黄帝活动遗址和
纪念古迹达

%$

多处#其中#轩辕丘$大隗
山$ 风后岭等皆以黄帝及大臣之名命名%

黄帝当初&伸腿'迈进新密修建的黄帝宫#

同样可以为黄帝故里故都在新郑作旁证%

代有传说 % 新郑关于黄帝出生 $创
业$建都及其活动的传说故事代代相传#

也是旁证% &有熊氏的来历'$&黄帝出生'

等在新郑口耳相传#延绵至今% 正如中国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家$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所
言 (&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起源一样 #

黄帝的传说也是一个包含着神话传说因
素的素地#它既有神话又有史实#不可一
笔勾销% '

世所认同% 据考证#新郑从汉代就建
有轩辕故里祠和轩辕庙#以后历代香火不
断# 现存金代至民国年间的

*

种碑刻#记
述新郑是有熊国$轩辕丘$黄帝故里%晋代
至今#尤其是明清时期#多有骚人墨客写
诗赋词#吟咏黄帝在新郑的史迹%

正本才能清源% 新郑# 文明圣火光
耀中华/

高科技手段诠释黄土文化
!"#$%&'()*+,- )./0

你进过用黄土窑洞改造
的博物馆吗0 你知道什么是
马兰黄土吗0 你想全方位了
解黄河$黄土 $黄淮平原 $黄
河文化吗0

今年
)

月# 伴随郑州黄
河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在黄
河风景名胜区全面建成#你可
以在

($$$

多平方米的展厅
内#通过声$光$电$多媒体等
方式详细了解黄河$ 黄土$黄
土高原$黄淮平原的形成和演
变过程% 通过遥感解释$大比
例尺影像图$ 多媒体动画演
示$电子沙盘$立体模型$展示
标本等手段#你可以深入浅出
地了解黄河国家地质公园漫
长而复杂的地质演变历程#领
略大自然的雄浑博大和气象
万千#正确认识&人类$资源$

环境与发展'的关系%

&郑州黄河国家地质公
园马兰黄土的厚度堪称世界
之最#是研究东亚变迁$青藏
高原形成$ 华夏文明历史与
黄河形成演变的重要参考
地%

%$$&

年
*

月
#'

日#在国
土资源部组织的第四次国家
地质公园专家评审会上 #由
省国土资源厅$ 市政府推荐
申报的郑州黄河国家地质公
园# 以

#$$+"#

的高分名列第
三#晋身国家地质公园% 专家
认为#这里地质特色独具#人
文资源独有 # 区位优势无
二% '谈起郑州拥有的这张珍

贵 &国家名片 '#郑州黄河风
景名胜区管委会主任雒国栋
如数家珍%

据了解# 于去年
&

月开
建的郑州黄河国家地质公园
博物馆是郑州黄河国家地质
公园的核心部分% 博物馆位
于景区五龙峰下# 距具有上
亿年历史的马兰黄土很近 %

更令人关注的是# 博物馆由
景区窑洞宾馆,,,榴园窑洞
改建而成# 利用窑洞建设地
质博物馆在全国尚属首次%

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

该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
(%"$

平方米# 分为公园地理和社
会环境概况 $ 地球奥秘 $黄
河$黄土与黄土高原$黄淮平
原 $ 黄河文化等六大展室 %

&该馆建成后# 对保护资源$

开展科学文化普及研究 #辐
射带动郑州周边旅游产业 #

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市国土
资源$ 旅游部门有关负责人
如此评价%

据悉#截至目前#该项目
建设工程已完工

*&,

#预计
'

月可全部完工#

)

月可对游客
开放#目前#相关布展工作正
在稳步推进%

记者 成 燕 通讯员 于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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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动车组出行 这些细节要记清
五一临近 # 外出旅游

高峰又要到来 # 动车组列
车以其安全$快速 $便利成
为出行首选 # 乘坐动车组
列车也成为郑州市民出游
新时尚%

&动车组列车不仅舒适#

而且快捷# 从郑州到北京只
需

&

个多小时% '采访中#不
少旅客表示#以前#为节省路
途时间# 外出旅游多选择乘
飞机# 铁路部门开行动车组
列车后#时间压缩了很多#出
行更方便了%

时速
%$$

公里以上#乘
务员受过礼仪$服务等专业
培训 # 座椅可以整体旋转
#*$

度#车厢内设有方便残
疾人的综合卫生间$婴儿护
理台..专业$人性化的服
务及设施#吸引了众多旅客
选择动车组%

动车组列车和其他列
车有哪些不同#乘坐时应注
意些什么0郑州段工作人员
提醒(动车组列车停站时间
短#最长只有两分钟 #停站
时#旅客不要远离车门或到

站台上散步# 以免漏乘)列
车为封闭式车厢#全列均禁
止吸烟 ) 实行前下后上原
则#列车运行前进方向的前
门为下车门#后门则为上车
门 ) 动车组列车运行速度
快#列车进站时 #不要紧随
列车奔跑%

本报记者 赵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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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本职工作 让祖国更加强大
!上接第一版"理智爱国#从我做

起% 连日来#省会高校师生纷纷表示#

把爱国热情融入工作和学习中#学好
知识$本领#报效祖国%

郑州大学团委开展了 &理智爱
国-励志成才'主题团日活动#通过支
部活动$形势教育讲座$座谈会以及
举办&迎奥运$讲文明$促和谐'知识
竞赛和辩论赛等# 引导大学生冷静
理智$ 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爱国
情感% 郑大团委书记厉励说(&大学
生表达爱国的方式有很多# 理性地
对待会给国家的发展带来更大的空
间#不理智的行动反而会成为西方反
华势力攻击中国的口实% 我们要把爱

国热情融入平时的工作和学习中#以
实际行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展现对
世界友好的姿态#为奥运会胜利召开
作贡献% '

昨日#中原工学院举行&理智爱
国#从我做起'大型签名活动#数千名
学生写下&发奋学习#以行动支持奥
运'&台湾$ 西藏永远是中国的一部
分'等留言#表达深切的爱国之情%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等举行多种
活动#引导教育学生冷静理智$合法
有序地表达爱国热情% 郑州师专还将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爱国需要理性
智慧和远见+ 等文章放在校园网上#

组织师生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