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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蔡昭璐 通讯
员/张俪莎） 7月 17日，江门市9—14
岁小学生母女同行九价HPV疫苗暑期
免预约专场正式启动。活动由蓬江区
疾控中心、江海区疾控中心联合两区教
育局组织开展，将持续到8月暑假结
束，接种对象为蓬江、江海两区9—14
岁的小学女生及其母亲（45岁以下）。

当天上午，潘女士母女俩在江门市
中心医院蓬江分院（江门市第二人民医
院）接种了九价HPV疫苗。面对记者
的采访，潘女士表示：“之前一直想接种
但没约上，现在得偿所愿了，感谢政府
部门组织的专场活动。”女儿全同学说：

“之前江门市疾控中心的医生给我们科
普过宫颈癌和HPV疫苗，感谢妈妈带
我来接种，这是最好的小学毕业礼物。”

记者了解到，九价HPV疫苗在江
门扩龄开打后，得到各年龄段女性的密

切关注。为响应国家《加速消除宫颈癌
行动计划》，为9—14岁女性首要接种
人群提供更便捷的疫苗接种服务，本次
暑假免预约专场应运而生。

届时，蓬江、江海两区的教育局陆
续将报名信息下发给家长。家长在知

情自愿前提下，自费报名接种。暑假7
月、8月各限定800个号。接种地点有：
江门市中心医院蓬江分院、蓬江区白沙
街道堤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海区儿
童免疫公共服务中心（釜山）、江海区麻
园卫生服务中心。

江门市中心医院蓬江分院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科主任张升红表示，在首
次性行为前接种可以有更好的预防效
果，世卫组织推荐HPV疫苗最佳接种
年龄为9—15岁。对成年女性来说，免
疫功能会随年龄增加而下降，更容易
发生持续感染。接种HPV疫苗有助
于成年女性自我保护。

对于群众普遍关心的疫苗安全性
与保护效力问题，张升红表示，根据全
球运行的所有资料、研究表明，HPV疫
苗接种是安全的，其保护时长和有效
性也是经过验证的。九价HPV疫苗
于2014年全球上市，但同样有8年的
随访数据，证实至少有8年的保护效
力，保护时长数据也在持续累积中。

目前，市直医疗机构、各县（市、区）
预防接种门诊均可预约接种九价HPV
疫苗。不符合本次专场条件的女性可

关注各医疗机构的微信公众号、粤苗
App、“知苗易约”小程序，查询目前放
苗的单位及可预约的时间。

扩龄之后，疫苗需求量有所增加，
江门市疾控中心会加大疫苗的采购。
该中心环境与学校卫生所所长李艳清
表示，初步预估今年九价HPV疫苗的
供应量可达去年同期的3倍。后续随
着疫苗供应的充足，适龄女性的接种需
求可得到满足。

蓬江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汪炳锋
介绍，今年6月，蓬江区疾控中心联合
蓬江区教育局走进部分小学，普及宫颈
癌知识及疫苗的重要性。本次暑假专
场是继走进小学后的延续，是关爱青少
年健康的一大便民举措。接下来还会
继续与各部门单位配合，加强学生及家
长的科普教育。

九价HPV疫苗暑假免预约专场启动
蓬江、江海两区9—14岁小学女生及其母亲（45岁以下）可参与

危难中的创建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种传染病肆虐，

疫病防控形势严峻。1953年1月，政务
院第167次会议批准，在全国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以及地（市）、县（旗、区）建立
卫生防疫站，开展传染病防治、食品卫生
检测、环境保护、职业病防治等工作。

同年，江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前身——江门卫生防疫站正式成立，在
五邑大地履行“维护群众健康，确保一方
平安”的重要职责，也开启了江门疾控事
业的新纪元。

据悉，建站初期，防疫站仅有18人，
技术力量薄弱，设备简陋。全站只有10
余个手压喷雾器，以及时任站长史鹏达
借出的私人普通显微镜一台。

传染病防治，是当时卫生防疫工作的
重中之重。为打好传染病防治攻坚战，老
一辈防疫人走乡入户，服务群众、传播科
学、追踪病源，在防疫工作、防疫体制改革
和防治科研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1958年，前站长黄贤均在炼钢炉顶
进行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反复试验，成功
解决一氧化碳中毒问题，造就了“一根火
柴上北京”的先进事迹。

上世纪60年代，防疫人员指导全市
改水改厕，有效控制了“三害”密度，防止
登革热等传染病大流行。

在史鹏达的带领下，老一辈防疫人
创造性地探索出防治结合新路子，为全
国卫生防疫工作创造了“三个结合”历史
经验，当时的美国华文日报《金山时报》
还专门刊登江门卫生防疫站开展防治结
合成就篇报道。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
奉献”,这是老一辈防疫人的真实写照。
尽管条件艰苦、设备简陋，但他们始终秉
承“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理念和坚强意
志，在有限的条件下推动传染病防治工
作，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健康。

顺应时代的转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

建立，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疾病谱
和死亡谱的改变，国家卫生防疫系统从
传统的单纯应对传染病逐步向结合慢性
病防治转变。

2002年，为顺应民生需求变化，江
门卫生防疫站功成身退，集疾病预防控
制、卫生监测检验、预防性诊疗服务、科
研培训于一身的专业疾病预防与控制机
构——江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式成
立，由此也掀开了江门疾控事业的崭新
一页。

在党建引领下，疾控中心党委坚持
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实现了从与疫病斗
争到为人民提供全生命周期卫生健康服
务的跨越式发展，创新推进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全面推进健康城市建设，深入推
进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行动，持续提升
全民健康素养。

2006 年开始，中心陆续建立了死
因、慢病发病监测系统；其后，中心开始
加强慢性病防控体系建设，实现一般人
群、高危人群和慢病患者管理的全覆盖；
随着计划免疫的逐步推开，疫苗种类持
续增加，接种门诊管理不断规范，接种率
逐步提升，人群免疫屏障得到进一步筑
牢。

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公共卫生安全考
验，疾控人总是挺身而出，不畏艰险、冲
锋在前。他们既是“侦察兵”，又是“突击
队”，通过精准流调溯源，科学研判形势，
强化监测预警，快速现场处置等措施，力
争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最严的要
求做好防控工作，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2003年抗击“非典”、2006年阻击
禽流感、2008年投身汶川抗震救灾一
线、2009年阻断甲流、2014年遏制登革
热、2016年防控寨卡、2020年抗击新冠
……江门疾控人用坚守诠释责任与担
当，经受住了一波又一波公共卫生安全
考验。

勇抓机遇的升级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

作为人民健康的忠诚守护者，一代代疾

控人始终与国家大局同频共振，与人民
期待一路同行，为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护
航经济社会发展、守卫公共卫生安全作
出了积极贡献。

在防控疾病的险途中，江门疾控人
不断创新发展，优化疾病防治策略，逐
步建立起涵盖传染病防控、免疫规划、
公共卫生、慢性病防治、健康教育与健
康促进、卫生检验与检测等业务领域的
疾病防控体系，取得一系列骄人成果，
在五邑大地构建起坚实的疾病防控屏
障：探索形成具有江门特色的性病就诊
者扩大检测模式，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评为“示
范区优秀模式”，先后五次在全国示范
区模式探索经验交流会上推广交流，并
在广东省内推广实施；我市肿瘤登记数
据连续五年被《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收
录，肿瘤登记工作连续五年获国家癌症
中心表彰；全市预防接种门诊标准化建
设、信息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水平飞跃
提升，连续保持29年无脊灰、33年无白
喉病例的好成绩；2016年，我市各项疟
疾消除指标均达到国家的要求，正式宣
告消除疟疾。

砥砺铸青虹，岁月集大成，截至
2021年，我市人均预期寿命由2012年
的78.94岁提高到2021年的80.93岁，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
高收入国家前列；截至2022年，居民健
康素养水平达到31.36%，提前完成健康
中国行动阶段性目标。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
发。2022年10月，《江门市卫生与健康
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正式出台，字里
行间不仅流淌着浓浓的民生情怀，也清
晰描绘了健康江门的未来目标。江门疾
控人以党建为统领，以人民为中心，争做
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争当攻坚克难的奋
进者，谱写新时代侨都卫生健康事业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为新时代侨都经济社
会发展保驾护航。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蔡昭璐
通讯员/李瑞香） 这个夏天，江海一个
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火”了，吸引
众多中医药爱好者、学生、群众前去参
观。这就是以近代岭南伤寒派鼻祖陈
伯坛先生名字命名的江门市伯坛问学
本草文化中心。

今年是陈伯坛先生诞辰160周年，
为纪念他在中医药领域的杰出贡献，传
承推广中医药文化，江门市伯坛问学本
草文化中心于近日挂牌成立。

该中心位于外海街道直冲村，由老
旧祠堂改建而成，这里的一砖一瓦、一
桌一凳、一书一画都蕴含着中华传统文
化的奥秘，诉说着中医药的故事……创
办人王军东表示，成立的初衷是给中医
药文化爱好者提供交流学习的场地，也
为了传承推广中医药文化，让大家认识
中医药、喜爱中医药。

自成立以来，该中心迎来不少来访
者。日前，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医学院的
师生们到此开展暑期“三下乡”实践活
动。老师和同学们纷纷惊叹于中心丰
厚的文化底蕴和极具中医药韵味的设
计。

江门市伯坛问学本草文化中心不
仅致力于吸引市民群众走进来，还关注
助推本土中医药文化走出去。

7月初，该中心联合广东南方职业
学院走进文昌中英文学校东南分教点，
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志愿活动，为
150多名学生们送上中医药文化知识，
现场教授孩子们太极养生操。此外，该
中心还组织学员到山东开展中医药文
化游学活动，参观当地的中国阿胶博物
馆、甘草学堂、西洋参博物馆等。

王军东说，中心以后还会接待对本
地中医药文化感兴趣的外地研学团，开
发中医药文化研学旅游路线；平时也会
经常举办中医师承教育、中医药文化进
（中小学）课堂、中草药标本制作、本草
陶艺制作、南药本草地图绘制等中医药
传统文化研学实践活动。

据悉，江海区卫生健康局联合江海
区教育局于今年出台了《江门市江海区
陈伯坛中医药文化薪火传承工程实施
方案（2023—2025年）》，计划在3年内
打造5个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以
基地为载体，以点带面推广具有江海特
色的中医药文化，加大陈伯坛中医药文
化品牌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其中，江门
市伯坛问学本草文化中心和江海陈伯
坛实验学校，是第一批建成的中医药文
化宣传教育基地，将充分发挥“领头羊”
作用，助推江海本土中医药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

江门市伯坛问学本草
文化中心“火”了
江海区将在3年内打造5个
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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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
是沧海一粟。但对江门市疾控中
心来说，却意味着沧桑巨变。这背
后是江门疾控人25000多个日日
夜夜的披荆斩棘、砥砺奋进、探索
发展。在江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在江门市卫生健康局的悉
心指导下，江门疾控人攻坚克难，

以党建为统领，一心一意谋发展，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奋勇前行。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这道看不见的健康屏障逐步搭建、渐趋完善。

即日起，本报特推出“江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发展70年巡礼”系列报道，
展现我市疾病预防控制事业的发展历程，敬请垂注。

统筹：邓榕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邓榕 通讯员 江疾宣

↑江门卫生
防疫站的成立，
开启了江门疾控
事业的新纪元。

→江门市疾
控中心补短板、
强弱项，推动疾
控事业高质量发
展。

护士
给符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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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伯坛问学本草文化中心工
作人员走进学校，传播中医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