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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河南新版预防接种证陆续启用
河南省 2023 版预防接种证已陆续

启用，新版证书采用全新设计、标识和
制作工艺，更便于家长方便快捷查询受
接种儿童的预防接种信息。4月24日，
针对新版证书启用后公众关心的问题，
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相关专家逐一
进行解答。

新版与旧版有什么不同？
新版预防接种证采用全新设计、标

识和制作工艺，内容进一步精简，完善
了各项内容的英文翻译，便于接种单位
打印接种信息，更有利于受种者监护人
方便快捷查询预防接种信息。

新版在原来的基础上保留了接种
预约页，增加了更多的接种记录页，方
便家长查询儿童的接种情况。为方便
儿童入托、入学接种查验，新版接种证
还增加了入托、入学预防接种完成情况
评估页。

持有旧版的是否需要更新新版接
种证？

答案是，不需要。新版接种证只是
在内容上有部分更新，与旧版接种证在

功能上没有差别。无论是新版接种证
还是旧版接种证，在预防接种、入学入
托、出境查验等场景下，都具有同样的
作用。

宝宝出生后，如何办理预防接种
证？

在宝宝出生后一个月内，其监护人
应当携带产科接种单位开具的《新生儿
预防接种信息登记表》，到宝宝户口所
在地或居住地预防接种单位办理预防
接种证。焦作等部分地区可在出生时
的产科接种单位办理。

办理接种证前，可提前电话咨询预
防接种单位办理接种证的时间、所需资
料（一般需要出生证明、户口簿）等信
息。预防接种单位咨询电话，可通过当
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疾控机构发布的
信息进行查询。

在办理预防接种时，为了方便识别
宝宝信息，预防接种单位还将在基本信
息页左下方粘贴条形/二维码。

预防接种证有哪些作用？
主要有这六大作用：

1. 儿童在每次接种疫苗时，应携带
并出示。

2. 记录各种疫苗接种信息，包括接
种日期、生产企业、接种剂次、疫苗批
号、接种单位与接种人等信息。

3. 儿童入托、入学时，查验疫苗接
种记录的凭证。

4. 出国后有关疫苗接种的证明。
5. 宣传预防接种知识，儿童家长获

知免疫程序的重要途径。
6. 预约疫苗接种。
接种证丢失或损坏怎么办？
儿童家长应妥善保管接种证，如果

接种证丢失或损坏，可以前往接种所在
的接种单位，申请挂失或补办预防接种
证。需要提供身份证或户口簿等身份
证明材料。

可以手动更改接种信息吗？
接种证上的接种记录，应由接种单

位根据宝宝实际接种情况进行记录。
建议宝宝家长不要手动更改预防接种
证上的疫苗信息，以确保记录的准确
性。

如发现接种证上存在错误，可以前
往接种单位进行更改，需要提供正确的
接种信息和身份证明材料。

可在不同接种单位接种疫苗吗？
目前，我省已建立了省级预防接种

信息管理系统，能够实现不同接种单位
接种记录的信息共享和汇总。宝宝接
种疫苗优先考虑在居住地接种单位接
种，也可以在省内其他接种单位接种疫
苗后打印接种信息。

未带接种证可打疫苗吗？
接种证是接种单位记录宝宝接种

信息的有效凭证。未携带接种证，可能
造成宝宝的接种信息无法及时打印。
忘记携带接种证时，接种单位可能会要
求儿童家长取回接种证后再给予接
种。建议宝宝家长接种前一定要携带
预防接种证，以免来回折腾。

接种信息可以网络查询吗？
接种疫苗后24小时，宝宝家长可以

通过“河南疾控”、“河南健康”微信公众
号查询，也可以通过“豫事办”手机APP
进行查询。 据《郑州晚报》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保障残疾人、老
年人等群体平等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
一项重要工作，是国家和社会文明的标
志。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 4 月 24 日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

去年10月草案一审稿提请审议后，
征求各方面意见。此次提请十四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草案
二审稿，吸纳各方面意见建议，突出无
障碍环境建设基本定位，增加“保障措
施”专章，进一步完善城镇老旧小区无
障碍设施和适老化改造中加装电梯问
题有关规定，在“重点”“难点”问题上精
准“出招”。

看点一：
明确重点保障残疾人、老年人

草案一审稿在立法目的中，将无障
碍环境建设的保障对象扩大为全体社
会成员。多方面建议，无障碍环境建设
要突出基本定位，重点保障残疾人、老
年人，同时惠及其他人。

草案二审稿对一审稿进行修改，在总
则第一条明确立法目的为“保障残疾人、老
年人等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
生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
全体人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同时，草案二审稿在附则中强调“残
疾人、老年人之外的其他人有无障碍需求
的，可以享受无障碍环境提供的便利”。

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院长邵
磊认为，草案二审稿在设定无障碍环境建
设受益对象时特别强调残疾人、老年人，
并不是说无障碍环境建设只与残疾人和
老年人有关，而是突出了无障碍环境建设
的基本定位，强调了保障的优先级别。

例如，草案二审稿规定，无障碍停
车位优先供肢体残疾人驾驶或者乘坐
的机动车使用，其他行动不便的老年
人、孕妇、婴幼儿等驾驶或者乘坐的机

动车也可以使用。
邵磊还表示，草案二审稿在立法目

的中将残疾人和老年人并列提出，充分
说明残疾人和老年人的无障碍需求既有
相同又有不同，需要在实际操作中给予
充分重视。

看点二：
以专章形式对保障措施作出规定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二审稿以专章
形式对无障碍环境建设保障措施作出规定。

“虽然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相关法
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正在逐步健全，但仍面
临执行情况不佳和实施力度较弱的问题，
主要原因之一是保障措施不完善。”中国
助残志愿者协会会长吕世明表示，草案二
审稿新增“保障措施”专章，使得法律草
案体例更加科学、结构更加合理，条款设
置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有助于
推动法律颁布后真正落地见效。

草案二审稿明确，国家推广通用设
计理念，建立健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鼓励发展具有引领性的团体

标准、企业标准，加强标准之间的衔接
配合，构建无障碍环境建设标准体系。

吕世明认为，规划无障碍环境要注
意科学前置，防止新建设施和信息数字
系统架构不规范、不标准、不好用，导致
再拆再改再建。此外，还可通过将无障
碍环境建设情况纳入国家信用评价体
系、持续开展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
碍改造专项行动等措施，进一步完善机
制保障。

草案二审稿还对建立无障碍环境
建设相关领域人才培养机制作出规定，

“国家鼓励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等
开设无障碍环境建设相关专业和课程”

“建筑、交通运输、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
相关学科专业应当增加无障碍环境建
设的教学和实践内容，相关领域职业资
格、继续教育以及其他培训的考试内容
应当包括无障碍环境建设知识”。

看点三：
促进城镇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工作

在城镇老旧小区无障碍设施和适

老化改造中加装电梯，是近年来社会普
遍关切。

中国中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
建筑师薛峰调研发现，很多老旧小区内
老年人数量几乎占总居民数的一半。
由于住宅缺少电梯，一些行动困难的老
年人常常“困”于家中，难以便捷出行参
加社会活动。

草案二审稿综合相关方面的意见
建议，将一审稿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相
关内容单独作为一条，修改为“国家支
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或者其他无障碍
设施，为残疾人、老年人等提供便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采取措施创造条件，推动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或者其他无障碍设施”“房屋
所有权人应当弘扬中华民族与邻为
善、守望相助等传统美德，积极配合既
有住宅加装电梯或者其他无障碍设
施”。

“草案二审稿抓住无障碍环境建设
中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用专门条款进
行详细规定，为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撑，这充
分体现了立法为民的理念。”薛峰说。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一问题，草
案二审稿从国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房屋所有权人三个层面进
行了具体规定。

薛峰表示，城镇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参
与。草案二审稿相关规定对国家、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房屋所有
权人相关责任和义务进一步厘清，围绕
目前老旧社区加装电梯问题中的“难
点”和“堵点”精准发力。

“草案二审稿对推动解决老旧社区
加装电梯问题提供了清晰的立法导
向。”薛峰说，建议有关方面持续开展技
术攻关，以低成本、更安全、少扰民和标
准化为目标，不断创新解决方案，把这
项惠民工程真正落到实处。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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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支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