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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期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临
床试验研究发现，仅接种一剂次灭活
疫苗并不能产生预期的免疫效果，但
在接种第二剂次灭活疫苗约两周后，
接种人群即可产生较好的免疫效
果。那么，接种第二剂次新冠病毒疫
苗，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判断自己是否能够接种
如果接种第一剂次疫苗后出现

严重过敏反应，或任何神经系统不良
反应者，且不能排除是疫苗引起的，则
不建议接种第二剂次；如果接种第二
剂次前，受种者突发急性疾病或处于
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应暂缓接种。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前需要关注
权威媒体发布的新冠病毒疫苗的禁
忌症知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如
果不清楚自己是否属于禁用人群，在
接种时要主动向接种点的医生提供
健康状况，医生会为你判断是否可以
接种。

做好接种前的准备
接种前应好好休息，让身体保持在

较好的生理状态，尽量不要空腹接种。
由于疫苗接种部位为上臂三角

肌，建议穿方便穿脱的宽松衣服，并保
持注射部位干燥，如果接种部位有伤
口，尽量避开伤口选择另一侧接种。

出发前检查是否携带身份证、手
机等物品，有条件可以准备一个备用
口罩。在医院期间需全程佩戴口罩，
按接种点标识有序排队，保持一米以
上社交距离，并向医生主动提供自己
健康状况、近期服用的药物信息，如
实填写知情同意书。

注意后续状况
接种完毕，将止血棉签丢入医疗

垃圾桶或黄色医疗废物垃圾袋中，并
在接种点留观区观察30分钟，无不
适症状后才可以离开接种点。如果
出现持续发烧等现象，应及时就医并
向接种单位报告。 （本报综合）

接种第二剂次新冠病毒疫苗
一定要注意这些事

历史变迁
你过元宵节的方式变了吗？

■ 顾 冽

正月十五即元宵节，又
称“上元节”“灯节”。在传
统民俗中，元宵节要看花
灯、猜灯谜，还要合家团聚
一起吃元宵。但在当今这

个充满时尚元素的时代，传统与
现实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古
往今来元宵节的变迁吧！

历史发展变化

唐朝。在国力空前强大
的唐朝，元宵赏灯十分兴盛，
无论是京城或是乡镇，处处
张灯结彩，人们还会制作巨
大的灯轮、灯树、灯柱等，
满城的火树银花，十分繁
华热闹。

宋朝。宋朝元宵节时
宵禁取消，百姓倾城而出，
通宵游览。此时，妇女们
可以抛头露面，官员们会
给身边的百姓发红包，
甚至君王有时也会和百
姓们一起闹元宵。

元朝。由于元朝
时的统治者认为

“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所
以取消了假期。

明朝。明朝时元宵假期有整
整十天，以显歌舞升平。时间一
长，灯的名号也有了讲究。比如第
一天叫“试灯”，元宵节当天叫“正
灯”，最末一天叫“残灯”……

清朝。清朝时满族入主中原，宫
廷不再办灯会，但民间灯会仍然壮
观。元宵节时，假期虽然只有三天，
但灯火璀璨，灯也更加精致奇幻。

“吃”从吃饱到吃出新意

和元宵节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
元宵，吃元宵是流传已久的习俗。然
而，如今走进超市，元宵的种类五花
八门，各种大包装、小包装、精包装让
人眼花缭乱。此外，元宵的口味也多
种多样，从含糖的到无糖的，从单一
的到多样的，从传统的到时尚的，可
以对应不同年龄和不同人群的需
要。虽然元宵节吃元宵的老传统不
能丢，但元宵的吃法已然有了很大的
变化。过去是吃饱，而现在讲究的则
是吃出新意

和健康。并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和饮食文化的丰富，吃元宵早已
不是元宵节的“专利”。日常生活中，
寻常人家的餐桌上随时可以见到它
的身影。

“玩”从单一到多元

点花灯、看灯展是元宵节的另
一传统习俗。在调研中我们发现，
年纪较大的市民会选择去花灯会、
游览公园，并感叹跟过去款式单一
的“自制花灯”相比，现在的花灯不
但款式多样，而且“科技含量”高，灯
展上的灯更是令人称奇叫绝。不过
也有另一部分的市民会选择传统元
宵节的玩法，自己动手制作花灯。
而一些年轻人则表示，元宵节也是

“狂欢节”，除了看花灯，他们还会和

同伴相约唱歌、游戏、聚餐等。由此
可见，传统节日的过法已经从单一
的“点花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闹”由家庭走向社会

元宵节讲究的还有一个“闹”
字。随着时代发展，“闹”也发生了
很大变化。在很多人的记忆中，过
去的元宵节在家庭中的氛围更加
浓烈，全家人围坐桌前，一人一碗
元宵，边吃边话家常。而现在，社
会上的节日气氛却要远远浓于家
庭。公园内举办的花灯展、超市
内醒目促销位的元宵、大街上随
处可见的大红灯笼……马路上
的节日味扑面而来，让很多人
更愿意走出家门，到广场、公园
去“闹元宵”，传统节日开始变
得越来越社会化。

社会学家指出，传统节日
社会化、商业化，是时代发展和
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一定程
度上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播，
能够让人们了解源远流长的
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以及

传统节日背后的历史与
文化积淀。

生活厨房

腊肠炒荷兰豆
■ 江 燕

材料：腊肠（尽量选择肥肉较多的）100g、荷兰豆200g、
盐2g、味精2g。

做法：
1.荷兰豆洗净，腊肠切薄片。
2.锅中倒入两大碗清水，大火烧开放入荷兰豆，待荷兰

豆变色后立即捞起浸入冷水，2分钟后沥水备用。
3.锅中放入腊肠，小火煎至透明后放入荷兰豆，转大火

翻炒片刻，加入盐、味精继续翻炒均匀后出锅装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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