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沈阳市疾控
中心发布致未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的市民朋
友一封信：

即日起，对符合
接种要求未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的人员，
要进行教育引导，督
促其尽快接种，并核
实登记姓名、电话、
居住地址等信息后
方可进入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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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沈阳市疾控中心发布致未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的市民朋友一封信，信中写到：

随着德尔塔变异株流行，全球疫情仍在高
位运行，近期，全国出现多点散发疫情，我国正
面临着2021年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
势。目前流行的德尔塔变异毒株，传播能力更
强，病毒载量更高，“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
持续上升。截至 8 月 24 日 6 时，全国尚有 58 个
中高风险地区，疫情传播风险持续存在，疫情防
控工作容不得半点侥幸，不能有丝毫松懈。

目前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
的措施，是减少因感染导致重症和死亡风险最
重要、最简便的方法。即日起，沈阳市将在医疗
机构、车站、农贸市场、商超、旅游景区、文化娱
乐场所、酒店宾馆等各类公共场所实行健康码、
行程码和新冠疫苗接种记录‘三码’联查，对符
合接种要求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且无《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禁忌（暂缓）证明》的人员，要进行教
育引导，督促其尽快接种，并核实登记姓名、电
话、居住地址等信息后方可进入公共场所。

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举办的会议、培
训等，无接种禁忌症而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人
员原则上不得参加，这就意味着未接种疫苗者
的出行或工作将受到限制。

近期，沈阳市疫苗供应比较充足，请市民朋
友们相互告知，尚未接种疫苗的市民朋友尽快
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就近的接种门诊接种。

呼吁市民，如果您还没有接种，并且不是疫
苗禁忌症者，请务必抓紧时间完成疫苗首针接
种。珍惜目前疫苗充足、接种方便的大好机
会。接种疫苗，对个人而言是健康，对家人而言

是呵护，对国家而言是责任，请尽快接种疫苗！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积

极配合落实政府的各项疫情防控措施，主动接
种疫苗，规范佩戴口罩，携手共筑全民免疫屏
障，为持续巩固沈阳市得来不易的疫情防控成
果贡献自己的力量！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即日起符合接种条件未接种新冠疫苗者
进入公共场所需登记电话居住地等信息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婷婷报道 截至 8
月 24 日晚 5 时，浑南区新冠疫苗首针接种累计
完成 610617 人，完成率达 100%，在全市率先完
成首针接种目标任务。

为了不漏一人，全区展开地毯式拉网排
查，建立未接种人员管理清单，对照接种人员
信息管理台账，对 10 个街道、226 个社区、243
个居民小区、148 个村屯开展逐门逐户排查核
对，全面掌握未接种人员数量、分布及未接种

原因，特别是将自述存在禁忌症的 3.4 万人作
为重点挖潜人群，抽调 25 人组建医疗专家团
队对上述人群逐个进行健康状况评估，对评
估无碍的市民直接进行接种。为了方便群
众，浑南区精准设置工作点位，开展多层次的
接种活动。在保留固定点位、进行预约接种
的同时，根据未接种人员摸排情况，设置 10
个流动接种点，开设夜间接种专场，延长接种
服务时间，深入社区、村屯开展上门接种服

务，确保“一老一小”“行动不便”“早出晚归”
等人群应接尽接。

为了强化落实，浑南区分领域倒排接种工
期，对于必须接种的 9 大行业，浑南区进一步
筛查动员挖掘新入职、临时从业等人员，确保
全行业无禁忌人员全部接种。同时，抢前抓早
向 10 个街道分解接种任务，随时调度进展情
况，对接种率落后的街道每日进行通报，确保
应接尽接。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婷婷报道 目前，
我省正在积极推进大规模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
作。针对女性朋友们关注的相关问题，省疾控
中心专家给出解答。

1. 妊娠期妇女可以接种新冠疫苗吗？
妊娠期妇女不建议接种新冠疫苗。如果在

未知怀孕的情况下接种了疫苗，不推荐仅因接
种新冠病毒疫苗而采取特别医学措施（如终止

妊娠），建议做好孕期检查和随访。
2. 月经期可以接种新冠疫苗吗？
月经期不属于新冠疫苗的禁忌症，可以

接种。
3. 备孕期可以接种新冠疫苗吗？
育龄妇女如果没有接种的禁忌证，孕前是

可以接种新冠疫苗的。而且对于准备自然怀孕
的夫妇，若无其他特殊情况不必因接种新冠疫

苗而推迟怀孕计划。
4. 哺乳期女性可以接种新冠疫苗吗？
新冠疫苗上市和使用时间比较短，暂时哺

乳期女性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对婴幼儿影响的临
床研究数据还没有，但建议对新冠病毒感染高
风险的哺乳期女性(如医务人员等)接种疫苗。
哺乳期女性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建议继续母
乳喂养。

备孕期妊娠期哺乳期女性能不能接种疫苗？省疾控专家权威解答

浑南区新冠疫苗首针接种累计完成610617人 完成率达100%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报道 8月 24
日，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打造的“新乐书房”与
市民见面，市民在参观博物馆的同时，还可以阅
读图书，享受阅读的快乐。

昨日，记者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新乐书
房”内看到，一些来博物馆参观的小朋友，已经
坐在书房内，全神贯注阅读儿童绘本。家长们
也在津津有味地阅读历史类或者是文学类书
籍。“这个阅读的环境挺特别的，从书房窗户旁
远眺，可以看到新乐遗址的一片片绿色的草地，
还可以让眼睛得到放松，给人的感觉特别舒
服。”一位市民说。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为鼓
励人们多读书、读好书，增加观众在博物馆参观
的多样性，提升博物馆历史文化传播的能力，沈
阳新乐遗址博物馆在沈阳市图书馆的支持下，打
造了“新乐书房”。“这里的图书范围包括历史类、
中国文学、人物传记、儿童绘本、幼儿读物等，共
计有2000本图书。下一步书房还将引进电子阅
读资源，进一步满足观众们的不同阅读需求。我
们希望更多的青少年走进博物馆不仅能领略到
中国东方远古文明历史，同时也能享受到多元化
博物馆为大家展示的知识传播空间。

据介绍，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新乐书房”
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 9 时——15 时 30 分

（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到馆参观的观众
都可以来到“新乐书房”阅读图书。

新乐遗址博物馆打造“新乐书房”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王琳报道 1-7 月，
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424.5 亿元，同
比增长 16%。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实现消费品
零售额1975.6亿元，同比增长16.5%。

全省消费品市场持续向好，主要零售商品
保持增长。1-7月，限额以上粮油、食品类商品
同比增长 2%，饮料类增长 36.4%，烟酒类增长
24.4%，服装鞋帽类增长29.5%，金银珠宝类增长

35.8%，日用品类增长5.7%，体育、娱乐用品类增
长175.1%，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0.3%，中
西药品类增长10.3%，石油及制品类增长22.9%，
汽车类增长19.5%。

1-7月，沈阳消费品市场运行平稳，限额以
上单位实现消费品零售额964.6亿元，同比增长
15.2%，比 2019年同期增长 0.9%，总量首次超过
2019年同期水平,市场继续保持逐步恢复态势。

从商品销售类值看，1-7月，沈阳限额以上
批发零售业27个商品销售品类中，占比前五位
的 商 品 实 现 零 售 额 612.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5%。其中占比最大的汽车类实现零售额
272.4亿元，同比增长22.9%，上拉全市限上零售
额增速5.8个百分点；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实现
97.2 亿元，增长 33.5%，上拉 2.8 个百分点；石油
及制品类实现89.2亿元，增长23.0%，上拉1.9个

百分点。
从消费形态看，1-7月，沈阳限额以上单位

实现商品零售916.6亿元，同比增长15.2%；实现
餐费收入48.0亿元，增长31.2%。全市限额以上
单位实现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255.0亿元，同比
增长 13.5%，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6.9%。唯品
会、京东等四大电商累计实现网上零售额202.1
亿元，占全市的79.3%。

1-7月 辽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6%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王琳报
道 沈阳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1-7 月，沈阳全市完成客运总量
5039 万人，同比增长 34.0%。其中，
铁 路 客 运 量 1618.6 万 人 ，增 长
50.2%；公路客运量 3123 万人，增长
25.4%；民航客运量297.4万人，增长
55.0%。完成旅客周转量 93.8 亿人
公里，同比增长39.5%。

1-7 月，沈阳全市完成货运总
量10654.3万吨，同比增长7.6%。其
中，铁路货运量 219.8 万吨，下降
9.5%；公路货运量 10432.0 万吨，增
长 8.0%；民航货运量 2.5 万吨，增长
9.5%。完成货物周转量 257.4 亿吨
公里，同比增长2.2%。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报道
昨日起，沈阳故宫博物馆、张氏帅府博物
馆等沈阳多家博物馆恢复正常开放。

沈阳博物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沈阳
故宫博物馆、张氏帅府博物馆于 8 月 24
日起恢复室内展厅开放。沈阳二战盟军
战俘营旧址陈列馆、沈阳审判日本战犯
法庭旧址陈列馆、新乐遗址博物馆、沈阳
汗王宫遗址陈列馆、东北陆军讲武堂旧
址陈列馆、盛京碑林陈列馆、郑家洼子青
铜短剑墓陈列馆均于8月24日起恢复正
常开馆

沈阳金融博物馆、沈阳“九一八”历
史博物馆暂时闭馆。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纪念馆于8月24日起进行基础设施提升
改造工程，暂停对外开放，具体恢复开放
时间以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工程完成时间
为准。

沈阳1-7月
客运总量5039万人
同比增长34.0%

沈阳故宫、大帅府等
多家博物馆
昨起恢复正常开馆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打造的“新乐书房”与
市民见面，市民在参观博物馆的同时，还可以阅
读图书。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