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幼儿园(汇总9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
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幼儿园篇一

为了有效应急处置我园内可能发生的`食品卫生人身安全和健
康事故，确保事故处理工作高效、有序地进行，最大限度地
减轻事故造成的损失，切实保障师生的生命安全，维护学校
和社会稳定，促进学校教育的健康发展，特制订本方案。

1）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负责统一决策、组织、指挥园内突
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响应行动，下达应急处置工作任务。重大
问题及时向教育局请示报告。

2）医疗救护组：当发生食品卫生人身安全和健康事故时，应
立即向就近医疗机构发出医疗求援，拨打“120”医疗抢救电
话。要及时果断将发病人员送到医院抢救。主动向医疗人员
报告发病情况，做好秩序维护等工作。

2、机构职责：

领导小组职责：

统一指挥食品卫生人身安全和健康事故处理，协调各方力量
进行应急救援，控制事态发展。统一组织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落实整改措施，尽快恢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定期组织园内食品卫生安全工作总结、研讨，形成评估和反
馈意见，并负责对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的年度考核与评价。

1、完善制度。在教育局下发有关制度和工作意见的基础上，



要求对本园食品卫生安全制度进行全面修订完善。

2、强化督查。在领导小组的具体指导下，以各项食品卫生制
度落实为重点，结合我园其它安全工作，进行定期和不定期
的督查，督查结果以通报形式反馈到学校。

3、落实职责。园长为学校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安全监督员
为直接责任人，食堂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分别在自己的岗位
职责内负责。

4、加强教育。加强对父母、幼儿食品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
丰富卫生知识，增强卫生认识，提高自觉性和责任感。

5、添置设备。学校要对照配备标准，逐步完善和提高食品卫
生设施的配备。

1、报告制度。食品卫生人身安全和健康事故发生后必须及时
报告。具体为：师生发现少量（5人以下）轻度症状（如呕吐、
腹泻）及时向组长报告；发现较严重食品卫生事故（指出现
严重食物中毒症状者或出现5人以上相同症状的群体发病情况，
下同），应立即向教育局或卫生监督局报告，同时立即启动
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应急预案。在事故处理中根据实际情况建
立定时报告制度。

2、救援措施。一旦发生较严重学校食品卫生人身安全和健康
事故，由园长负责救援指挥。园长应当机立断，立即启动学
校应急预案，按照预备方案，各就各位，组织救援行动。初
步摸清症状，群体发病的还应彻查事故原因，排查发病人员，
并建立动态性名册，防止遗漏。

3、医疗救援。学校发生较严重食品卫生人身安全和健康事故，
应立即向就近医疗机构和卫生防疫部门发出医疗求援，并拨打
“120”医疗抢救电话。要及时果断将发病人员送到医院抢救。
主动向医疗人员报告发病情况，做好秩序维护等工作。



4、联系父母。学校发生较严重食品卫生人身安全和健康事故，
应及时与发病学生父母取得联系，如实说明发病情况，不盲
目猜测。做好学生父母思想安抚，防止过激行为发生。设立
家校联络处，及时解答父母提出的问题，力所能及地为父母
做好服务工作。

5、病源保护。学校发生较严重食品卫生人身安全和健康事故
后，应立即封存食堂菜肴样品、可疑食品，以便及时查找致
病原因。

6、人员调度。事故应急处理人员由领导小组组长统一调度，
办公室具体安排，必要时可向卫生防疫部门抽调人员支援事
故处理。明确分工，落实职责，听从指挥，确保到位。

7、公开信息。保障广大师生和父母在事故发生和处理过程中
的知情权，及时、准确做好公开信息，并如实向上级部门汇
报，不瞒报、谎报。对一些谣传也要及时澄清，避免不必要
的误解。

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幼儿园篇二

1.1 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应对食品安全事故运行机制，有效预防、积极应对
食品安全事故，高效组织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食
品安全事故的危害，保障公众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
社会经济秩序。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条例》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制



定本预案。

1.3 事故分级

食品安全事故，指食物中毒、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源于
食品，对人体健康有危害或者可能有危害的事故。食品安全
事故共分四级，即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重大食品安全事
故、较大食品安全事故和一般食品安全事故。事故等级的评
估核定，由卫生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进行。

1.4 事故处置原则

（1）以人为本，减少危害。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
应急处置的首要任务，最大限度减少食品安全事故造成的人
员伤亡和健康损害。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按照“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
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建立
快速反应、协同应对的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机制。

（3）科学评估，依法处置。有效使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
估和预警等科学手段；充分发挥专业队伍的作用，提高应对
食品安全事故的水平和能力。

（4）居安思危，预防为主。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常态与
非常态相结合，做好应急准备，落实各项防范措施，防患于
未然。建立健全日常管理制度，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
估和预警；加强宣教培训，提高公众自我防范和应对食品安
全事故的意识和能力。

2.1 应急机制启动

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卫生行政部门依法组织对事故进行分
析评估，核定事故级别。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由卫生部



会同食品安全办向国务院提出启动i级响应的建议，经国务院
批准后，成立国家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指挥部
（以下简称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重大、较大、一般食品安全事故，分别由事故所在地省、市、
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成立相应应急处置指挥机构，统一组织开
展本行政区域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2.2 指挥部设置

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事故的性质和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确定，
主要包括卫生部、农业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局、铁道部、粮食局、中央宣传部、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环境
保护部、交通运输部、海关总署、旅游局、新闻办、民航局
和食品安全办等部门以及相关行业协会组织。当事故涉及国
外、港澳台时，增加外交部、港澳办、台办等部门为成员单
位。由卫生部、食品安全办等有关部门人员组成指挥部办公
室。

2.3 指挥部职责

指挥部负责统一领导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研究重大应急决策
和部署；组织发布事故的重要信息；审议批准指挥部办公室
提交的应急处置工作报告；应急处置的其他工作。

2.4 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指挥部办公室承担指挥部的日常工作，主要负责贯彻落实指
挥部的各项部署，组织实施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检查督促相
关地区和部门做好各项应急处置工作，及时有效地控制事故，
防止事态蔓延扩大；研究协调解决事故应急处理工作中的具
体问题；向国务院、指挥部及其成员单位报告、通报事故应
急处置的工作情况；组织信息发布。指挥部办公室建立会商、
发文、信息发布和督查等制度，确保快速反应、高效处置。



2.5 成员单位职责

各成员单位在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加强对事故发生
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工作的督促、指导，积极参与应急救援
工作。

2.6 工作组设置及职责

根据事故处置需要，指挥部可下设若干工作组，分别开展相
关工作。各工作组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并随时
向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工作开展情况。

（1） 事故调查组

由卫生部牵头，会同公安部、监察部及相关部门负责调查事
故发生原因，评估事故影响，尽快查明致病原因，作出调查
结论，提出事故防范意见；对涉嫌犯罪的，由公安部负责，
督促、指导涉案地公安机关立案侦办，查清事实，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对监管部门及其他机关工作人员的失职、渎职等
行为进行调查。根据实际需要，事故调查组可以设置在事故
发生地或派出部分人员赴现场开展事故调查（简称前方工作
组）。

（2） 危害控制组

由事故发生环节的具体监管职能部门牵头，会同相关监管部
门监督、指导事故发生地政府职能部门召回、下架、封存有
关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严格控制流通
渠道，防止危害蔓延扩大。

（3） 医疗救治组

由卫生部负责，结合事故调查组的调查情况，制定最佳救治
方案，指导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卫生部门对健康受到危害的



人员进行医疗救治。

（4） 检测评估组

由卫生部牵头，提出检测方案和要求，组织实施相关检测，
综合分析各方检测数据，查找事故原因和评估事故发展趋势，
预测事故后果，为制定现场抢救方案和采取控制措施提供参
考。检测评估结果要及时报告指挥部办公室。

（5） 维护稳定组

由公安部牵头，指导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加强治安
管理，维护社会稳定。

（6） 新闻宣传组

由中央宣传部牵头，会同新闻办、卫生部等部门组织事故处
置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7） 专家组

指挥部成立由有关方面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负责对事故进行
分析评估，为应急响应的调整和解除以及应急处置工作提供
决策建议，必要时参与应急处置。

2.7 应急处置专业技术机构

医疗、疾病预防控制以及各有关部门的食品安全相关技术机
构作为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专业技术机构，应当在卫生行
政部门及有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组织领导下开展应急处置相
关工作。

3.1 信息保障

卫生部会同国务院有关监管部门建立国家统一的食品安全信



息网络体系，包含食品安全监测、事故报告与通报、食品安
全事故隐患预警等内容；建立健全医疗救治信息网络，实现
信息共享。卫生部负责食品安全信息网络体系的统一管理。

有关部门应当设立信息报告和举报电话，畅通信息报告渠道，
确保食品安全事故的及时报告与相关信息的及时收集。

3.2 医疗保障

卫生行政部门建立功能完善、反应灵敏、运转协调、持续发
展的医疗救治体系，在食品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害时迅速开
展医疗救治。

3.3 人员及技术保障

应急处置专业技术机构要结合本机构职责开展专业技术人员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培训，加强应急处置力量建设，
提高快速应对能力和技术水平。健全专家队伍，为事故核实、
级别核定、事故隐患预警及应急响应等相关技术工作提供人
才保障。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食品安全事故监测、预警、预
防和应急处置等技术研发，促进国内外交流与合作，为食品
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提供技术保障。

3.4 物资与经费保障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所需设施、设备和物资的储备与调用
应当得到保障；使用储备物资后须及时补充；食品安全事故
应急处置、产品抽样及检验等所需经费应当列入年度财政预
算，保障应急资金。

3.5 社会动员保障

根据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需要，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协
助参与应急处置，必要时依法调用企业及个人物资。在动用



社会力量或企业、个人物资进行应急处置后，应当及时归还
或给予补偿。

3.6 宣教培训

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食品安全专业人员、食品生产经
营者及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教育与培训，促进
专业人员掌握食品安全相关工作技能，增强食品生产经营者
的责任意识，提高消费者的风险意识和防范能力。

4.1 监测预警

卫生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需要，在综合利用现有监测机构能力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
加强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建设规划，建立覆盖全国的
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和食品中有害因素监测体系。卫生部
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结果，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综合分析，
对可能具有较高程度安全风险的食品，提出并公布食品安全
风险警示信息。

有关监管部门发现食品安全隐患或问题，应及时通报卫生行
政部门和有关方面，依法及时采取有效控制措施。

4.2 事故报告

4.2.1 事故信息来源

（1）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单位与引发食品安全事故食品的生产
经营单位报告的信息；

（2）医疗机构报告的信息；

（3）食品安全相关技术机构监测和分析结果；

（4）经核实的公众举报的信息；



（5）经核实的媒体披露与报道信息；

（6）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其他国家和地区通报我国信
息。

4.2.2 报告主体和时限

（1） 食品生产经营者发现其生产经营的食品造成或者可能
造成公众健康损害的情况和信息，应当在2小时内向所在地县
级卫生行政部门和负责本单位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有关部门
报告。

（2） 发生可能与食品有关的急性群体性健康损害的单位，
应当在2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和有关监管部门报
告。

（3） 接收食品安全事故病人治疗的单位，应当按照卫生部
有关规定及时向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

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幼儿园篇三

及时有效预防、控制食物中毒和消除各类食品安全事故的危
害，提高快速反应和紧急处理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食品
安全事故对人民群众造成的危害，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与
生命安全。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食物中毒事件应急时（2小时内）向建管
处相关部门报告。

1、由相关人员将食品安全事故立即报告站食品安全协调领导
小组，由领导小组统一指挥、统一组织、统一安排、统一处
理。

2、立即派专人到事发地保护好现场、疏散群众、维持好秩序



并设立临时警示标志。

3、根据伤亡情况上报相关职能部门，并请求他们立即出示现
场共同处理。

4、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将伤员输送到附近的医疗机构进行抢
救，并根据伤情请求上级医疗机构共同救助，同时开展病人
的初诊、转诊和应急医疗救治工作。

5、妥善安置好伤员和遇难同志的亲属，做好解释和安抚工作。

6、采取边调查、边处理、边抢救、边核实的方式，确保迅速
有效地控制食品卫生安全。

7、协助相关部门开展食品安全的调查工作。

1、必须服从站领导小组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

2、事发地单位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立即启动预案，及时
向上级报告相关情况。

3、凡因工作不到位，不履职尽责，不服从安排和指挥的单位
和个人根据情况给予相应的处分和经济制裁。

1、领导小组成员：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2、医疗救护应急小组：

组长：



队员：

3、防疫应急小组：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幼儿园篇四

及时有效预防、控制食物中毒和消除各类食品安全事故的危
害，提高快速反应和紧急处理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食品
安全事故对人民群众造成的危害，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与
生命安全。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食物中毒事件应急时（2小时内）向建管
处相关部门报告。

1、由相关人员将食品安全事故立即报告站食品安全协调领导
小组，由领导小组统一指挥、统一组织、统一安排、统一处
理。

2、立即派专人到事发地保护好现场、疏散群众、维持好秩序
并设立临时警示标志。

3、根据伤亡情况上报相关职能部门，并请求他们立即出示现
场共同处理。

4、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将伤员输送到附近的医疗机构进行抢
救，并根据伤情请求上级医疗机构共同救助，同时开展病人
的初诊、转诊和应急医疗救治工作。



5、妥善安置好伤员和遇难同志的亲属，做好解释和安抚工作。

6、采取边调查、边处理、边抢救、边核实的方式，确保迅速
有效地控制食品卫生安全。

7、协助相关部门开展食品安全的调查工作。

1、必须服从站领导小组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

2、事发地单位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立即启动预案，及时
向上级报告相关情况。

3、凡因工作不到位，不履职尽责，不服从安排和指挥的单位
和个人根据情况给予相应的处分和经济制裁。

1、领导小组成员：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2、医疗救护应急小组：

组长：

队员：

3、防疫应急小组：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4。后勤保障组：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幼儿园篇五

为保障我单位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提高餐饮服务从业人员食
品安全法律意识和管理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及《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
全管理人员培训管理办法》的要求，特制订本单位培训方案。

(一)通过培训，使餐饮服务从业人员了解并熟悉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全面提升我单位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
基础知识和依法经营意识。

(二)对餐饮服务单位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食品
安全管理体系以及食品安全基础知识等内容的培训，强化单
位负责人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提高自身食品安全
管理水位，加强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守法意识、自律意识、
诚信意识，增强食品安全知识水平和操作技能，预防和控制
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三)食品安全的专业知识，包括：食品标准;食品污染及其预
防控制措施;食物中毒和其他食源性疾病的`预防;重大活动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保障技能;厨房、环境、设备以及食品采购、
储存、加工、烹制过程的卫生要求;食品从业人员的个人卫生
要求等。



(一)培训对象：我单位负责人、食品安全管理员、相关食品
从业人员。

(二)培训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实施条例》、《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管理人
员培训管理办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餐
饮服务许可审查规范》、《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标管理规
定》、《重大活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食品安全知识。

(三)培训时间全年不少于40小时。

(四)培训方式

食品安全管理员负责授课，准备授课内容，发放学习资料。

(五)培训考核

每期培训结束后参加人员签字，由我单位负责人、食品安全
管理员对员工进行考核并建档。

1、餐饮服务质量管控指在找出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采取
一定的措施，在原有基础上达到改进和提高服务质量的目的。

2、餐饮部门定期组织餐饮领班以上管理人员对餐饮服务各个
环节进行服务质量检查。

3、餐饮经理应采取定期或随时抽查的方式对餐饮服务各个部
门在开餐过程中的服务质量进行质量检查。

4、聘请相关专家对餐饮服务质量进行不定期暗访检查。



5、检查内容以餐厅卫生、设备保养、采购查验、台账记录、
服务技能、工作态度、工作规范、服务程序、业务知识、投
诉意见等为主。

6、检查方法：设计考核表格，建立考核标准，分别对餐厅主
管、领班、厨师长等进行工作情况考核。

7、对检查结果进行认真记录，对有关严重违纪等事项进行公
开处理并公布处理结果。

8、对检查出的质量问题，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并限
期改正。

9、检查者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处事公正。考核评分表
由专人进行统计分析，每月一次做出考核情况分析报告，报
餐饮部经理审阅。

1、从事餐饮服务从业人员必须在接受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食
品安全知识培训并经考核合适后，方可从事餐饮服务工作。

2、认真执行培训计划，在食品药品监督部门的指导下定期组
织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参加食品安全知识、职业道德和法律、
法规的培训以及食品安全操作技能培训。

3、餐饮服务从业人员的培训包括负责人、管理人员和餐饮服
务从业人员，累计培训时间不得少于40小时。

4、新参加工作的餐饮服务从业人员包括实习工、实习生必须
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5、培训方式以集中讲授与自学相结合，定期考核，不合格者
离岗学习一周，待考核合格后再上岗。

6、建立餐饮服务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培训档案，将培训时



间、培训内容、考核结果记录归档，以备查验。

1、为健全食品安全保障制度，明确食品安全责任，加强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保障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本店实际，制定本制度。

2、员工食堂依法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食品经营范围与条件
设施应当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3、食品制售应当具备保障食品安全的设施设备和条件，远离
污染源，并符合国家有关食品安全标准。

4、建立健全的食品采购索证和台帐制度，索证索票齐全。

1、严格做好食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工作，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取得健康证后才能从事本店的经营工作，凡患痢疾、伤寒、
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渗出
性皮肤以及其他有碍食品安全疾病者不得从事食品经营。

2、明确员工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职责，组织开展食品安全自查
自纠。

3、适用范围：员工食堂全体员工、采购加工各环节均适用本
制度。

4、员工食堂负责人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对员工食堂的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负总责;员工食堂主管为兼职食品安全管理员，
负责食品安全日常工作。

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幼儿园篇六

对已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规定出相应的措施，认真做好食
品安全事故处置工作，使各级领导及时掌握相关情况，取得
指导和处置的主动权，最大限度的减少可能对食品安全造成



的影响，特制定本制度。

适用于公司食品安全事故。

3.1质量管理部门负责对紧急事故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记
录、分析和组织处理。

3.2公司食品安全小组负责识别潜在的紧急情况和事故，配合
制定必要的紧急预案。在紧急事故中对食品安全等问题统筹
和协调。

3.3销售科认定为食品安全事故后，产品召回的`具体实施工
作。

3.4生产科负责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出现事故后，配合质
量管理部门和食品安全小组进行原因的调查和分析，妥善处
置涉及不安全产品和原料。

4.1报告程序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时，各部门应立即向公司主管领导汇报，
并由公司统一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作出书面报告。任何个人
或部门不得对食品安全事故进行隐瞒、谎报、缓报，不得毁
灭有关证据。

4.2初次报告

应尽可能的报告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单位、危
害程度和死亡人数、事故报告单位及报告时间、报告单位及
联系人员及联系方式、事故发生原因的初步判断、事故发生
后采取的措施及事故的控制情况等。

4.3阶段报告

既要报告新发生的情况，也要对初次报告的情况进行补充和



修正，包括事故的发展与变化、处置进程、事故原因等。

4.4总结报告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时要封存暂扣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产
品及原料，并立即进行检验、分析和调查。对确认属于污染
的产品及其原料，应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并立即召回并销
毁。

如有事故发生，由质量科组织进行分析原因，编制质量事故
调查报告，针对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原因，如异常作业、操
作人员缺乏培训等，由责任部门采取纠正措施，交食品安全
小组组长确认后实施。

食品安全小组将食品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交事故发生部门备案
一份，一对其实施效果进行监督验证。

事故发生后，食品安全小组组长组织相关部门对本方案和应
急预案进行评审与修订，使其不断完善。

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幼儿园篇七

为切实加强应对突发事件，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处里能力
和水平，有效保障人民群众消费安全和社会稳定。我院于6
月28日上午8点30分就我院食堂按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的具体程序、内容，组织开展了一次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
行动。现将这次演练行动的有关情况总结报告如下：

这次演习位于我院食堂一楼为背景，虚拟多名病人家到我院
看望患者，在我院食品一楼吃早餐，购买了包子、咸菜、稀
饭等早餐，随后坐在食堂一楼大厅就餐，吃完早餐后，出现
腹泻、呕吐、头晕等症状。餐厅工作人员知情后迅速与我院
总值班取得联系，并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处理。



时间：

上午8时40分地点：

就是一次真正的实战，但还有少数在演习中有说有笑，不知
道自己在做什么。

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幼儿园篇八

为切实加强应对突发事件，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处里能力
和水平，有效保障人民群众消费安全和社会稳定。

我院于6月28日上午8点30分就我院食堂按照《食品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的具体程序、内容，组织开展了一次食品安全事
故应急演练行动。

这次演习位于我院食堂为背景，虚拟多名病人家属到我院看
望患者，在我院食品一楼吃早餐，购买了包子、咸菜、稀饭
等早餐，随后坐在食堂大厅就餐，吃完早餐后，出现腹泻、
呕吐、头晕等症状。餐厅工作人员知情后迅速与我院总值班
取得联系，并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处理。

时间：

地点：

急诊科等相关科室前往现场抢救患者；同时总务科控制医用
电梯，做为急救用；保卫科前往现场，并控制现场外来人员
的进出，维护现场次序和保护现场工作。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小组成员立刻对现场相关食品进行现场封
存同，了解事件的详细过程和掌握食物的进货渠道，做好记
录，并向上级汇报，等待上级检测组人员来做相关检测。



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幼儿园篇九

及时有效预防、控制食物中毒和消除各类食品安全事故的危
害，提高快速反应和紧急处理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食品
安全事故对人民群众造成的危害，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与
生命安全。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食物中毒事件应急时（2小时内）向建管
处相关部门报告。

1、由相关人员将食品安全事故立即报告站食品安全协调领导
小组，由领导小组统一指挥、统一组织、统一安排、统一处
理。

2、立即派专人到事发地保护好现场、疏散群众、维持好秩序
并设立临时警示标志。

3、根据伤亡情况上报相关职能部门，并请求他们立即出示现
场共同处理。

4、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将伤员输送到附近的医疗机构进行抢
救，并根据伤情请求上级医疗机构共同救助，同时开展病人
的初诊、转诊和应急医疗救治工作。

5、妥善安置好伤员和遇难同志的亲属，做好解释和安抚工作。

6、采取边调查、边处理、边抢救、边核实的方式，确保迅速
有效地控制食品卫生安全。

7、协助相关部门开展食品安全的调查工作。

1、必须服从站领导小组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

2、事发地单位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立即启动预案，及时



向上级报告相关情况。

3、凡因工作不到位，不履职尽责，不服从安排和指挥的单位
和个人根据情况给予相应的处分和经济制裁。

组长：张钧

副组长：石玉伟徐勇

成员：朱光璞常智祥王先明何学平肖文波

郑素涛白利刚吴刚

组长：乔晓亮

队员：张红梅王波王翠翠

组长：杨洪伟副组长：王娜

成员：焦雅高晋芬张丽贞4。后勤保障组：

组长：乔晓亮

副组长：张红梅

成员：王波王翠翠杨洪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