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防控前线的工作计划和目标 疫情防
控学校工作计划(大全5篇)

计划是提高工作与学习效率的一个前提。做好一个完整的工
作计划,才能使工作与学习更加有效的快速的完成。优秀的计
划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计划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疫情防控前线的工作计划和目标 疫情防控学校工作
计划篇一

1、从事内镜诊疗和内镜清洗消毒工作的医务人员，应接受相
关医院感染管理知识培训。

2、设诊疗区和清洁消毒区，保持室内清洁。

3、不同部位内镜的诊疗应当分室进行。

4、工作人员清洗消毒内镜时，应当穿戴必要的防护用品。

5、内镜及附件的清洗、消毒或灭菌程序必须遵照国家20__版
《内镜清洗消毒技术规范》进行操作。

6、进行内窥镜诊疗前需对病人做乙肝表面抗原(hbsag)过筛
检查，必要时进行抗—hbv、hcv、hiv过筛检查。对hbsag阳性
者或特殊感染和非特异结肠炎患者等应使用专用内镜或安排
在每日诊疗工作的最后。

7、每日诊疗工作结束，用75%乙醇对消毒后的内镜各管道进
行冲洗、干燥，储存于专用洁净柜内。对吸引瓶、吸引管、
清洗槽、酶洗槽、冲洗槽进行清洁消毒。

8、每日诊疗工作前，必须对当日拟使用的消毒类内镜进行再



次消毒。采用2%戊二醛浸泡，消毒时间不少于20分钟。

9、做好内镜诊疗、清洗、消毒登记工作。

10、储存柜每周清洁消毒一次。

11、每日监测使用消毒液的有效浓度并记录，低于有效浓度
立即更换。每日室内紫外线消毒。

12、每月一次对空气、物表、工作人员手、戊二醛培养。

疫情防控前线的工作计划和目标 疫情防控学校工作
计划篇二

一、突出“严”字守住门，体现感知度和可视度。

1、“一扇门”：对小区实行适度封闭式管理，人行、车行分
别只保留一个出入口，在单元(电梯)内张贴《致成都市居民
的一封信》《致武汉及疫情高发地区来蓉朋友的告知书》。

2、“两个入口”：落实24小时轮班制度，安排2名以上物
业(保安)人员和社区工作者、网格员或志愿者在小区人行、
车行入口，负责检查人车、测量体温、做好登记等。无物业
管理的小区除门卫外，由属地组织社区工作者、网格员或志
愿者参与履行上述职责。

3、“三问三登记”：“三问”即问从哪里来、是否去过湖北
等疫情重点地区、是否有身体异常情况。“三登记”即湖北
等疫情重点地区回蓉必登记、外地返蓉必登记、身体发热必
登记。 二、突出“准”字管住人，体现对常住人口、流动人
口和重点人员的精准管理。

4、“一档”：建立小区“一院一档”“一房一户”台账，返
家来客实行登记制度，每日以户为单位更新居家人员情况，



特别是外地户籍、湖北等疫情重点地区户籍、近期来蓉返蓉
人员、居家隔离观察人员等重点人员基础数据。

5、“两清楚”：每日更新房屋出租信息，滚动摸排，做到房
东、租客情况“两清楚”。强化房东责任，加强对现有租户
的联系、问讯和查访，做到“两问一劝”(一问行踪，二问健
康，三劝延期)。

6、“三覆盖”：宣传全覆盖，围绕“不聚集、少接触、不流
动”，深入引导居民;社会动员全覆盖，广泛发动楼栋长、网
格员、志愿者参与，包干到楼栋单元;对外地户籍、湖北等疫
情重点地区、近期来蓉返蓉人员、居家隔离观察人员等重点
人员底册动态管理全覆盖。 三、突出“实”字尽好责，体现
居家安心、社区温度。

7、“勤消毒”：在做好日常保洁的基础上，每天对门卫室、
楼道、楼梯间、电梯间、公共卫生间、停车场、垃圾房等小
区公共区域清洁消毒不少于两次。

8、“两暂停”：小区内老年活动室、日照中心、文体活动场
所一律暂停开放，社区社团等活动一律暂停。三保障”：服
务保障好三类人群。一是居家隔离观察人员。积极主动配合
医务人员开展居家隔离观察，做好对象随访工作，防止其离
开居所，同时提供“两代服务”(生活物资代买、日常事项代
办)，确保情绪稳定、正常生活。二是老年、残疾人群。确保
刚性服务需求，引导少出门，有效控制风险。三是生活困难
人群。加强对困难家庭的关心关爱，给予日常照料服务，进
行定期探访。

10、“强管控”：属地街道(镇)及公安派出所强化对工作措
施的执行保障，及时发现化解矛盾纠纷，对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的行为依法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