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食品配送中心应急预案(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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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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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配送中心应急预案篇一

【导语】本站的会员“秉公执法”为你整理了“卫溪中心学
校食堂食品卫生安全应急预案”范文，希望对你有参考作用。

为确保我区学校师生生命财产安全，预防食堂食品卫生安全
事故，及时高效、合理有序地处理学校食堂食品卫生突发事
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工作应急处理条例》和浚县教育局有关
规定，同时结合我区学校教育工作实际情况，制定本应急预
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坚持师生生命安全高于一切，务
实求是，明确责任，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泰山。同时坚
持“预防为主，积极处置”的方针，尽一切努力杜绝或减少
校园食品卫生突发性事件的发生，尽一切努力把师生生命安
全及国家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点。

二、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定义

本预案所称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定义为：突然发生，对人
体健康和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危害或者具有严重危害的食物中
毒；食用感染疫病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引发或可能引发重大食
源性疾患；食用被污染的食物引发或可能引发严重的传染病



爆发与流行；以及人为加入有毒物质，使人体健康受到损害
的重大社会影响的急性事件。

三、成立工作领导机构

卫溪区中心学校食堂食品卫生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田志文

副组长：宋庆如

徐军甫成员：所辖学校校体卫专干

四、突发事件的主要处置措施

食品卫生安全事件发生，立即启动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应急预
案并及时向县教育局、当地卫生主管部门报告。学校领导小
组召集成员会议，商量和布置处置方法，各司其职，开展工
作。

五、突发事件的具体处置对策

集体食物中毒：

1.立即拨打电话120，对中毒人员急救，紧急将中毒人员送往
医院救治，同时向教育局、和防疫站卫生主管部门报告。

2.立即查封学校食堂，对当天的饭菜清样及其他食物封存。

3.组织人员认真细致地调查中毒原因，同时保护好现场呕吐
物，为公安卫生部门提供第一手资料。

六、防范措施

1.加强食品卫生安全的宣传，严格执行《学校食堂达标检查



评估标准》；建立完善食品卫生安检制度。

2.校内食堂、小卖部严禁出售变质食品、三无食品、过期食
品和有害物品。

3.建立完善学生食堂饭菜（包括外购的食品、饮品）留验制
度。

七、责任制度

1.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为第一责任人，各班班主
任为责任报告人。

2.事故报告制度：各班必须在事发5分钟内向学校报告，学校
在事发10分钟内向教育局和卫生部门报告，在事发半小时内
向教育局报告事态发展情况。

3.事故追究制度：对事故有延报、慌报、瞒报、漏报或处置
不当，要追究当事人责任；学校食品卫生安全领导小组须组
织力量做好学生家长及亲属的安抚工作，确保不让事态扩大，
任何个人不得自行散布事故情况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
究其法律责任。

4．校长办公室负责接待新闻媒体，发布相关消息。

八、善后处理

学校应急处理办公室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协助下，努力作好
食品卫生安全事故的后期处置工作并协助上级部门作好责任
事故的保险理赔、经济赔偿、责任追究和报告总结工作。

食品卫生安全应急预案

食品卫生安全应急预案



食品卫生安全应急预案

学校食堂食物中毒应急预案

学校（幼儿园）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应急预案

食品配送中心应急预案篇二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以预防为原则，建立和健全学校各项管理制度。
认真执行国家有关学校卫生的法律法规。加大宣传教育和强
化管理的力度，落实好学校各级各类人员的职责，广泛深入
地宣传食品安全知识，使食品安全知识深入到每个师生的心
中，全面提高广大师生对食品安全的思想认识，从而自觉地
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自觉地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买
“三无”产品，不买过期食物，不买自制的、不卫生的食物。
确保师生的身体健康，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为全面落
实十七大会议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生活服务。

二、工作重点与目标

1.加强学校食品安全的管理工作，建立和健全学校食品安全
的管理机构和工作网络 ，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学校的各项 管
理制度，从制度上保证食品安全工作措施的落实。

2.采取多种形式，多方面、多层次地对师生进行食品安全知
识教育，增强广大师生的食品安全意识，尽量做到校园内不
发生食品安全事件 。

3.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信息监测和报告网络，做
到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最快最好地消除或者减轻师生的危害和损失，保证学校的教
学秩序正常以及师生的人身和学校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4.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采取强有力措施，确保突
发事件不在校园内扩散、蔓延，尽量降低突发事件的负面影
响 。

三、工作措施与要求

（一）加强对食品安全工作的管理

1.明确一名学校领导具体抓食品安全工作。

2.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层层签订责任
状，明确学校各级各类人员职责，把食品安全工作责任具体
落实到每个人，用切实可行的制度管理学校，把食品安全管
理工作制度化、日常化、规范化。

3.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和信息网络，确保食品安全
管理措施落实到位，信息网络灵通。每所学校要明确一名食
品安全工作信息员。学校食品安全工作信息员为吴志鹏。

4. 学校对食堂有严密的管理制度，有合格的设施设备和防腐、
防毒、防蝇、防鼠措施

（二）严格食堂、小卖部操作规程

1.学校饭堂、小卖部要按时领取卫生执照，工作人员要有健
康证和岗位培训合格证。

2.学校饭堂、小卖部要建立有严密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工
作人员岗位职责。

3.学校饭堂、小卖部要按市、县要求，严格做好进货、贮存、
加工、销售各个环节的管理，特别要认真做好进货记录、索



证记录，饭堂的饭菜还要按有关规定，留样备检。

4.饭堂、小卖部要落实好安全卫生措施，生熟食物要分开存
放，加工间、配餐间、贮藏间要按规定设置，并且要认真做
好防毒、防蝇、防鼠、防蟑螂管理工作。

5.饭堂、小卖部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要穿戴工作服、工作
帽。严格遵守和执行操作规程。

6.学校校长每周要到饭堂、小卖部检查食品安全工作，分管
领导每周要组织饭堂、小卖部工作人员进行卫生安全知识的
学习，每天要到饭堂、小卖部检查一次以上。

（三）加强对师生进行食品安全教育

1.各校要结合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学校的广播喇叭、墙报、
学习园地、、标语、横额等宣传工具，在校园中营造浓厚的
食品安全知识教育氛围。

2.加强对师生进行食品安全教育，使食品安全知识做到课堂
上讲、课外活动也讲，不但开会讲，集队、放学也要讲，从
而使食品安全的知识深入人心，进一步促进广大师生养成良
好的生活卫生习惯。

3.学校的党、工、团、队组织要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充分
利用各自组织的活动特点，采取多种形式，在师生中广泛深
入地开展食品安全知识教育，特别是要教育好学生：

（1）不喝不卫生的生水；

（2）不买“三无”产品；

（3）不吃霉烂变质的食物；

（4）不买商店中，摊贩中过期的食物；



（5）不买、不吃各种自制的、不卫生的食物；

（6）勤换衣服勤洗手，勤剪指甲勤理发；

（7）熟悉和使用电话、手机，特别是会打报警电话 、急救
电话 ；

（8）熟悉学校的电话 ，校长、班主任和其他老师的电话 ；

4.与社会各界联系，特别是与工商、卫生防疫部门联系，建
立联系制度，互相关心、支持和配合，共同做好食品安全教
育工作。

5.加强与学生家庭联系，做好上门家访，发放食品安全知识
资料工作，让广大学生家长关心自己的孩子，了解和支持学
校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工作，共同把学校的食品安全管理工
作做好 。

《营盘乡中心学校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全文内容当前网页未
完全显示，剩余内容请访问下一页查看。

食品配送中心应急预案篇三

为了及时高效、合理有序地处理学校食堂食品卫生突发事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工作应急处理条例》有关规定，并结合本校实际，制定《力
洪民族学校食堂食品卫生安全应急预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坚持师生生命安全高于一切，务
实求是，明确责任，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泰山。同时坚
持“预防为主，积极处置”的方针，尽一切努力把师生生命
安全及国家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点。



二、成立机构

组长：陆任练、校长

副组长：陆宗福、副校长

主要成员：黄永城、杨光静、罗朝银、姚昌云

突发事件的主要处置措施

食品卫生安全事件发生，立即启动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应急预
案并及时向县教育局、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报告，以便取
得上级领导的指示，便于采取下一步行动。学校领导小组召
集成员会议，商量和布置处置方法，各司其职，展开工作。

三、突发事件的具体处置对策

集体食物中毒：

1、立即拨打电话120，对中毒人员急救，同时向县育局、县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报告。

2、组织人员认真细致地调查中毒原因，同时保护好场呕吐物，
为公安部门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供第一手资料。

3、立即查封学校食堂，对当天出售的饭菜清样及其。

四、防范措施

1、他食物封存加强食品卫生安全的宣传，建立完善品卫生安
制度。

2、校内食堂严禁出售变质食品、三无食品、过期食品和有害
食品。



3、建立完善学生食堂饭菜留验制度。

五、责任制度

1、学校食堂完善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为第一责任人，各公寓楼
管理老师及各班班主任为责任报告人。

2、事故报告制度：必须在事发5分钟内向学校报告，学校在
事发10分钟内向县教育局、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报告，在事
发半小时内向向县教育局、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报告事态发
展情况。

3、事故追究制度：对事故有延报、慌报、瞒报、漏报或处置
不当，要追究当事人责任;学校食品卫生安全领导小组须组织
力量做好学生及亲属的安抚工作，确保不让事态扩大，任何
个人不得自行散步事故情况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其
法律责任。

4、校长办公室负责接待新闻媒体，发布相关情况与消息。

六、善后处理

食品配送中心应急预案篇四

为了做好我校食品卫生工作，保证全校师生的健康与安全，
特制定本预案。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食品卫生
法》，从维护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学校稳定大局出发，积极
主动地开展食品卫生工作。

决策领导机构组成由校长任组长，分管后勤副校长任副组长，
吸收有关成员参加的学校食品卫生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召开



会议，研究制定我校防控食品卫生事件工作的制度、措施、
检查等工作。

每天都有一位学校领导昼夜值班，一旦有食品卫生事件，值
班领导就具体负责事件的组织管理和协调指挥，以有效应对
突发事件，维护校园稳定，保证师生员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

1、 深入学习《食品卫生法》和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让全校师生增强日常预防常识，防止产生麻痹
大意，过渡放松的思想。

2、 利用校会、板报、广播等形式宣传防控食品卫生事件的
知识，养成饭前洗手，室内通风等良好生活卫生和饮食习惯，
倡导体育锻炼，提高机体的防病能力。

1、 各办公室、教室、宿舍等要常开窗户，保持空气流通，
及时清除垃圾，保持卫生。

2、 食堂要有卫生许可证，工作人员要持上岗证、健康证，
购买粮、油、菜等要生产合格证，填写购买协议，随时注意
保质期。食堂从业人员要勤用流动水洗手，穿戴整洁的工作
衣、帽，并将长发置于帽内，不留长指甲、染指甲油、戴戒
指加工食品，不准在食品加工销售场所吸烟。有碍食品卫生
的病症者应脱岗治疗。食堂内定期消毒，炒菜前摘干洗净，
粮油、调料放在防鼠台上，菜类分架摆放，及时处理变质和
超保质期的食品，刀、菜板用具要生熟分开，器具要消毒，
注意安全用电，随时注意关闭门窗，对餐厅卫生要做到每餐
一小扫，每天做一次彻底的清扫。

3、 医务室配备必要的消毒、治疗药品。

1、 第一目击人要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小组成员立即到达
现场，研究部署事件处理问题，向领导汇报，取得领导支持，



拨打电话120和110采取急救措施。

2、 严格门卫管理，禁止闲散人员进入。

3、 维持好校园内正常教学、生活秩序。

食品配送中心应急预案篇五

学校卫生和饮食安全是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良好
的学习生活环境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保障学校
的卫生和饮食安全则是其中的基础。作为学校卫生工作的主
要任务是：监测学生健康状况；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培养
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改善学校卫生环境和教学卫生条件；
加强对传染病、学生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因而为了保障广
大师生的身体健康，以保证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要求各校
要高度重视学校的食品卫生安全工作，特制定本预案：

组长：李壮勇

副组长：

成员：

1.全程预防、全程控制：本预案所称食品卫生安全突发事件，
是指在学校食堂餐饮等环节中发生食源性疾患以及学校负责
组织提供的集体用餐导致的学校师生食物中毒事件。造成以
上食品安全事故时启动应急预案。

2.明确职责、落实责任：学校按照“校长统一领导、分管领
导具体负责、各部门协调配合”的食品安全工作机制，实行
分级管理、分级响应，落实各自职责。

3.科学决策、群防群控：学校建立组织，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依法规范应急救援工作，确保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权威性和
可操作性。要加强学校日常监测、坚持群防群控，及时分析、
评估和预警。对可能引发的食品安全事故，做到早发现、早
报告、早控制。

4.及时反应、快速行动：学校对所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要作
出快速反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严格控制事故发展和势态
蔓延，有效开展应急救援工作，认真做好食品安全事故的救
治、处理及整改工作。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我校食品中毒重大、较大、一般突发事
件。

学校根据上级要求，成立学校食品卫生管理领导小组，出现
安全事故时，由食品卫生管理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应急处置工
作。

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有：

（1）启动学校重大食品卫生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2）领导、组织、协调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3）负责事故应急处置事项的决策；

（4）负责上报与事故相关的重要信息；

（5）审议批准学校应急处置工作报告等；

（6）向区教育系统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报告事故救援情
况。

1.学校要认真搞好校园的环境卫生和绿化工作，保持整洁、
幽静、良好的校园环境，要建立卫生扫除制度。



2.要按规定开设健康教育课，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

3.要建立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制度，每年对学生进行体格检查，
建立学生健康状况档案。

4.教育学生不随便吃零食，培养学生良好的食品卫生习惯。

5.食堂工作人员应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做到勤洗手、勤剪
指甲；勤洗澡理发，勤洗衣服。半寄宿制学校和幼儿园的食
堂工作人员要经过培训，每年要体检一次并取得健康合格证
方可上岗。

6.食堂食物要求专人管理，专库存放，要建标立卡。严把食
物采购关，要认真落实伙食管理程序，填写伙食流程表，坚
持饭菜留样，把试喂鸡工作落到实处。食堂禁止出售变质食
品、四季豆、野生菌和凉拌菜。各校（幼儿园）要加强对饮
用水的管理，坚决杜绝食物中毒事故的发生。

7.要保持食堂卫生。食堂用的各种炊具、用具、桌、柜、地
面等要时时清扫，做到干净整洁，无蝇蚊、蟑螂等。学生餐
具要按要求消毒。

1.学校要认真落实“三查”制度，值周教师和班主任如发现
学生有异常情况应及时向学校领导反映，及时采取果断措施
进行处理。

2.学校要建立食品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领导组，校长李壮勇任
组长。

4.联系家长。学校发生事故，应及时与发病学生家长取得联
系，如实说明发病情况，不盲目猜测。要做好学生家长的思
想安抚，防止过激行为发生。耐心解答家长提出的问题，尽
力为家长做好服务工作。



5.病源保护。学校发生事故后，应立即封存食物样品，保护
好现场，以便有关部门现场进行调查、核实、取证、采样。

1.学校食品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实行领导责任制和责
任追究制。

2.学校对全体师生加强食品安全知识的教育，不断提高广大
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