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学校食堂应急处置预案(汇总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学校食堂应急处置预案篇一

为了建立健全市学校食堂及周边餐饮安全监管运行机制，有
效预防、积极应对和及时控制餐饮服务安全事故，提高监管
餐饮服务业和处置餐饮服务安全事故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
少学校食堂及周边餐饮安全事故的危害，保障学生等人群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教育部令第23号）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结合市餐饮服务安全监管工作实际，
制定本预案。

一、工作方法

（1）预防为主，常备不懈。执法人员在执行《食品安全法》
的工作中要把学校食堂及周边餐饮安全作为重点对象，对可
能发生的餐饮服务安全事故进行分析、预测，并有针对性地
加强餐饮安全监督与知识指导、食品安全法制教育工作，防
范重大餐饮服务安全事故的发生。当接到突发餐饮服务安全
事故报告时，按照餐饮服务安全事故应急工作要求及时做好
本职工作。

（2）属地管理，条块结合。根据餐饮服务安全事故发生地，
按照日常工作划片分工，由分管执法人员直接负责餐饮服务
安全事故应急处理，开展执法与控制工作。专项领导小组及
时调动工作人力积极给予协助和支持，确保对突发餐饮服务



安全事故事故的有效控制和快速处置。

（3）统一领导，科学控制。在市应急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
及时对突发餐饮服务安全事故进行现场应急控制；以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对餐饮服务安全事故作出的《食物中毒流行病学
报告》为科学支撑，根据《食品安全法》办理好突发餐饮服
务安全事故案件。

（4）反应迅速，报告及时。突发餐饮服务安全事故时，执法
人员到场反应迅速，处理得当，正确指导餐饮服务安全事故
单位采取病人就医救治和现场控制措施，及时报告、通报工
作情况，与其他部门通力合作，确保发现、报告、指挥、处
置等环节的紧密衔接。

二、工作内容

1、执法人员按照管辖范围，联合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
员，在两个月内对市学校食堂、幼儿园食堂及周边餐饮经营
单位进行专项调查，建立健全工作本底档案。

2、分类监管，全面整治。对已持有《餐饮服务许可证》、有效
《食品卫生许可证》）的加强执法管理，落实责任；对未办
证但经限期整改能基本达到发证条件的给予办证，规范管理；
对无条件办证的动员企业转行，对经法制教育无效的违法经
营者，则积极与工商部门配合，依法予以取缔。

3、配合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学校流行性疾病防控等安全
工作。对学校及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治工作内容进行检查，包
括组织与制度、学生晨检与因病缺课登记、疫情报告、预防
保健措施、健康教育等制度措施的执行情况，并跟踪落实，
确保不发生食源性疾病与传染性疾病流行。

4、要求学校开展学生体检、学生健康监护、学生饮用水供给、
学校教学卫生、生活环境条件、设施等方面工作，依法加强



学校有关饮食安全监督。

三、应急预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应急预案。

1、应急领导小组

成立市餐饮服务安全应急领导小组，贯彻落实市应急指挥部、
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办公室和学校食堂及周边餐饮单位专项领
导小组办公室对市学校食堂及周边餐饮安全事故应急处理的'
各项指令，负责专项工作领导与案卷审报工作。

组长：

组员：

2、应急队伍及职责

市全体餐饮服务执法人员为应急队伍成员：按照《食品安全
法》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负责市学校食堂及周
边餐饮安全事件的应急响应、及时有效地控制餐饮安全事故，
防止蔓延扩大；及时开展餐饮安全事故调查与违法行为的查
处；对餐饮安全事故信息进行收集、分析、报告、立卷；完
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

执法人员分工管辖责任：

一组：（组长）（组员）分管市东北片区（含街道）

二组：（组长）（组员）分管市东中片区（含街道）

三组：（组长）（组员）分管市东南片区（含街道）



四组：（组长）（组员）分管市西南片区（含街道）

五组：（组长）（组员）分管市西北片区（含街道）

3、突发事件的确认和分类分级

本文“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学生
等群体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
中毒、生活饮用水污染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群体健康的事
件。

（1）、突发事件的确认

当突发事件发生，立即组织调查人员到现场调查核实。对食
物中毒、水污染中毒、环境中毒等未被认定的突发事件进行
初步确认。

必要时，经区专家咨询评估小组的科学分析与评估，初步判
断突发事件的种类和级别。

（2）、突发事件的分类分级

依据食品安全等事故的性质、危害程度和涉及范围，将其分
为四级。

1、特别重大安全事故（i级）

2、重大安全事故（ii级）

3、较大安全事故（iii级）

4、一般安全事故（iv级）

4、应急处理



（1）、接到报告

执法人员要认真填写事故报告登记表，并及时向主管领导汇
报情况，应急处理小分队接到通知，必须30分钟内赶赴现场。

（2）、出发前准备

夜间及节假日：值班人员接到报告应当马上向领导报告情况，
根据领导指示，通知相关人员、携带事故处理相关文书及器
材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及监督检查工作；同时上报市食品安全
委会，协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到现场采样。

工作日期间：接到报告者应当认真记录报告内容,及时报告领
导，通知相关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及监督工作；同时上报
上报市食品安全委会，协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到现场采样。
责任应急处理的执法人员携带相关文书及器材快速赶赴现场,
开展调查及检查工作。

（3）、现场监督检查

违法行为的单位或个人做出行政处罚。

（4）、分析和报告

调查人员在调查结束后24小时内，汇总调查相关资料报专项
领导小组审核并上报。

（5）、后勤保障

领导小组负责落实调查处理经费与调配车辆、必需物品支持。

5、信息保障

依照食品安全事故的专项信息报告规定，及时向上级与同行
报告餐饮服务安全事故发生与处理信息。严格按照“信息归



口、统一对外发布”的原则，如确需对媒体发布信息，应当
经xx市学校食堂及周边餐饮单位专项领导小组办公室，或者
食品安全应急指挥部与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办公室同意后，向
社会发布。

学校食堂应急处置预案篇二

1、接到食堂燃气报警后，安全应急小组人员在赶往现场前，
应首先关闭移动电话、对讲机等通讯工具，到达泄露地点后，
切记不能按门铃，同时通知消防监控中心要求协助。

2．发现燃气灶、开关和管道漏气，应立即关上总开关，停止
使用燃气。并立即打开门窗，使空气流通，驱散燃气并通知
燃气公司进行检查。

3．发现燃气泄漏时，严禁火种进入，严禁开、关电灯，拉、
合电闸，严禁敲击金属器具和抽烟点火，以免将事故进一步
扩大，否则将引起爆炸和燃烧。

4．当夜晚发生燃气泄漏时，安全应急小组人员在赶往现场检
查时应用手电筒检查，鞋底不能带有金属片，以免与水泥地
磨擦产生火花，引起燃气爆炸。

5．当发现燃气管道有泄漏，并及时关闭输气阀门，若裂缝较
小时及时采取临时措施用胶布或用香皂、肥皂将漏气处封堵，
立即请燃气公司进行检查、维修。

6．食堂若发生燃气失火时，发现人员应先关燃气表开关，立
即用灭火器或湿布进行扑打，并迅速通知上级领导。如火势
较大无法控制时，应迅速通知消防部门，报警时应报清事故
单位、地点、何种灾害、人员伤亡、报警人姓名、联系电话
等情况。

7．在通知上级领导时，应讲清楚燃气泄露的原因、范围、已



采取的'措施等。

学校食堂应急处置预案篇三

夜间及节假日：值班人员接到报告应当马上向领导报告情况，
根据领导指示，通知相关人员、携带事故处理相关文书及器
材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及监督检查工作；同时上报市食品安全
委会，协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到现场采样。

工作日期间：接到报告者应当认真记录报告内容,及时报告领
导，通知相关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及监督工作；同时上报
上报市食品安全委会，协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到现场采样。
责任应急处理的执法人员携带相关文书及器材快速赶赴现场,
开展调查及检查工作。

（3）、现场监督检查

学校食堂应急处置预案篇四

为了建立健全xx市学校食堂及周边餐饮安全监管运行机制，
有效预防、积极应对和及时控制餐饮服务安全事故，提高监
管餐饮服务业和处置餐饮服务安全事故的能力，最大限度地
减少学校食堂及周边餐饮安全事故的危害，保障学生等人群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教育部令第23号）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结合xx市餐饮服务安全监管工作实
际，制定本预案。

一、工作方法

（1）预防为主，常备不懈。执法人员在执行《食品安全法》
的工作中要把学校食堂及周边餐饮安全作为重点对象，对可
能发生的餐饮服务安全事故进行分析、预测，并有针对性地



加强餐饮安全监督与知识指导、食品安全法制教育工作，防
范重大餐饮服务安全事故的发生。当接到突发餐饮服务安全
事故报告时，按照餐饮服务安全事故应急工作要求及时做好
本职工作。

（2）属地管理，条块结合。根据餐饮服务安全事故发生地，
按照日常工作划片分工，由分管执法人员直接负责餐饮服务
安全事故应急处理，开展执法与控制工作。专项领导小组及
时调动工作人力积极给予协助和支持，确保对突发餐饮服务
安全事故事故的有效控制和快速处置。

（3）统一领导，科学控制。在xx市应急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
及时对突发餐饮服务安全事故进行现场应急控制；以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对餐饮服务安全事故作出的《食物中毒流行病学
报告》为科学支撑，根据《食品安全法》办理好突发餐饮服
务安全事故案件。

（4）反应迅速，报告及时。突发餐饮服务安全事故时，执法
人员到场反应迅速，处理得当，正确指导餐饮服务安全事故
单位采取病人就医救治和现场控制措施，及时报告、通报工
作情况，与其他部门通力合作，确保发现、报告、指挥、处
置等环节的紧密衔接。

二、工作内容：

1、执法人员按照管辖范围，联合xx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
人员，在两个月内对xx市学校食堂、幼儿园食堂及周边餐饮
经营单位进行专项调查，建立健全工作本底档案。

2、分类监管，全面整治。对已持有《餐饮服务许可证》、有效
《食品卫生许可证》）的加强执法管理，落实责任。

3、配合xx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学校流行性疾病防控等安
全工作。对学校及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治工作内容进行检查，



包括组织与制度、学生晨检与因病缺课登记、疫情报告、预
防保健措施、健康教育等制度措施的执行情况，并跟踪落实，
确保不发生食源性疾病与传染性疾病流行。

4、要求学校开展学生体检、学生健康监护、学生饮用水供给、
学校教学卫生、生活环境条件、设施等方面工作，依法加强
学校有关饮食安全监督。

三、应急预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应急预案。

1、应急领导小组

成立xx市餐饮服务安全应急领导小组，贯彻落实xx市应急指
挥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办公室和学校食堂及周边餐饮单位
专项领导小组办公室对xx市学校食堂及周边餐饮安全事故应
急处理的各项指令，负责专项工作领导与案卷审报工作。

组长：

组员：

2、应急队伍及职责

xx市全体餐饮服务执法人员为应急队伍成员：按照《食品安
全法》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负责xx市学校食堂
及周边餐饮安全事件的应急响应、及时有效地控制餐饮安全
事故，防止蔓延扩大；及时开展餐饮安全事故调查与违法行
为的查处；对餐饮安全事故信息进行收集、分析、报告、立
卷；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

3、突发事件的确认和分类分级



本文“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学生
等群体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
中毒、生活饮用水污染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群体健康的事
件。

（1）突发事件的确认

当突发事件发生，立即组织调查人员到现场调查核实。对食
物中毒、水污染中毒、环境中毒等未被认定的.突发事件进行
初步确认。

必要时，经区专家咨询评估小组的科学分析与评估，初步判
断突发事件的种类和级别。

（2）突发事件的分类分级

依据食品安全等事故的性质、危害程度和涉及范围，将其分
为四级。

1、特别重大安全事故（i级）

2、重大安全事故（ii级）

3、较大安全事故（iii级）

4、一般安全事故（iv级）

4、应急处理

（1）接到报告

执法人员要认真填写事故报告登记表，并及时向主管领导汇
报情况，应急处理小分队接到通知，必须30分钟内赶赴现场。



（2）出发前准备

夜间及节假日：值班人员接到报告应当马上向领导报告情况，
根据领导指示，通知相关人员、携带事故处理相关文书及器
材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及监督检查工作；同时上报xx市食品安
全委会，协同xx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到现场采样。

工作日期间：接到报告者应当认真记录报告内容,及时报告领
导，通知相关人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及监督工作；同时上报
上报xx市食品安全委会，协同xx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到现场
采样。责任应急处理的执法人员携带相关文书及器材快速赶
赴现场,开展调查及检查工作。

（3）现场监督检查

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立即对事故现场进行保护和调查取证；
对可疑食物、被污染的食品和物品采取临时行政控制；积极
参与病人的抢救、治疗、转运；监督检查、预防和控制措施
的落实；制作现场检查笔录，调查笔录，责令改正通知书、
监督意见书等文书，依法依规对违法行为的单位或个人做出
行政处罚。

（4）分析和报告

调查人员在调查结束后24小时内，汇总调查相关资料报专项
领导小组审核并上报。

（5）后勤保障

领导小组负责落实调查处理经费与调配车辆、必需物品支持。

5、信息保障

依照食品安全事故的专项信息报告规定，及时向上级与同行



报告餐饮服务安全事故发生与处理信息。严格按照“信息归
口、统一对外发布”的原则，如确需对媒体发布信息，应当
经xx市学校食堂及周边餐饮单位专项领导小组办公室，或者
食品安全应急指挥部与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办公室同意后，向
社会发布。

学校食堂应急处置预案篇五

3、配合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学校流行性疾病防控等安全
工作。对学校及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治工作内容进行检查，包
括组织与制度、学生晨检与因病缺课登记、疫情报告、预防
保健措施、健康教育等制度措施的执行情况，并跟踪落实，
确保不发生食源性疾病与传染性疾病流行。

4、要求学校开展学生体检、学生健康监护、学生饮用水供给、
学校教学卫生、生活环境条件、设施等方面工作，依法加强
学校有关饮食安全监督。

三、应急预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应急预案。

1、应急领导小组

成立市餐饮服务安全应急领导小组，贯彻落实市应急指挥部、
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办公室和学校食堂及周边餐饮单位专项领
导小组办公室对市学校食堂及周边餐饮安全事故应急处理的
各项指令，负责专项工作领导与案卷审报工作。

组长：

组员：



2、应急队伍及职责

市全体餐饮服务执法人员为应急队伍成员：按照《食品安全
法》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负责市学校食堂及周
边餐饮安全事件的应急响应、及时有效地控制餐饮安全事故，
防止蔓延扩大；及时开展餐饮安全事故调查与违法行为的查
处；对餐饮安全事故信息进行收集、分析、报告、立卷；完
成上级交办的其他任务。

执法人员分工管辖责任：

一组：（组长）（组员）分管市东北片区（含街道）

二组：（组长）（组员）分管市东中片区（含街道）

三组：（组长）（组员）分管市东南片区（含街道）

四组：（组长）（组员）分管市西南片区（含街道）

五组：（组长）（组员）分管市西北片区（含街道）

3、突发事件的确认和分类分级

本文“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学生
等群体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
中毒、生活饮用水污染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群体健康的事
件。

（1）、突发事件的确认

当突发事件发生，立即组织调查人员到现场调查核实。对食
物中毒、水污染中毒、环境中毒等未被认定的突发事件进行
初步确认。

必要时，经区专家咨询评估小组的科学分析与评估，初步判



断突发事件的种类和级别。

（2）、突发事件的分类分级

依据食品安全等事故的性质、危害程度和涉及范围，将其分
为四级。

1、特别重大安全事故（i级）

2、重大安全事故（ii级）

3、较大安全事故（iii级）

4、一般安全事故（iv级）

4、应急处理

（1）、接到报告

执法人员要认真填写事故报告登记表，并及时向主管领导汇
报情况，应急处理小分队接到通知，必须30分钟内赶赴现场。

（2）、出发前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