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隔离酒店工作人员个人总结(大全5
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优秀的总结
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
理的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隔离酒店工作人员个人总结篇一

__酒店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工作总结如下：

1.开展环境消杀。

首次恢复营业的经营单位必须对营业场所、设备设施、餐具
用具等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洗消毒。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
间被征用作为集中隔离留观场所的宾馆、酒店，一定要进行
一次全面彻底的终末消毒，并在消毒密闭空置一周后才能再
度启用正常营业。室内尽量自然开窗通风，使用中央空调应
关闭回风系统，增加过滤器的清洁消毒和更换频次，电梯轿
厢内不使用空调，加强通风，限制乘坐电梯人数，提倡三层
以下的经营场所不使用厢式电梯。对大堂、电梯、楼道等公
共区域做好地面、公用物品及公共接触物品或部位消毒工作，
每天至少在营业前和结束后各消毒一次，可根据客流量适当
增加消毒次数，电梯按键1次/2小时。设置废弃口罩回收箱，
对垃圾及时分类清理。餐具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消毒，严格
对餐具配送单位的卫生监管。

2.加强员工防护。

各经营单位要开展员工防护知识培训，为员工准备疫情防护



物资，切实做好员工自身防护，每日对从业人员进行晨检和
体温监测，建立员工健康档案管理制度。身体状况较差的，
暂停复工上岗。

3.建立追溯制度。

对进店消费者进行登记，形成档案管理。消费者进店出示健
康码，必须测体温，超过37.3或干咳等呼吸道症状或腹泻等
消化道症状的，一律不准进入，并提醒其就诊。入店同桌就
餐，至少登记一名客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消费者进店后除
就餐外，全程佩戴口罩。提倡无接触式买单付账。对入驻宾
馆、酒店的入境人员如实登记相关信息和入境事由及停留时
间，并第一时间向辖区指挥部报告，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4.控制人员聚集。

疫情解除前，餐饮服务企业禁止接待大规模聚餐活动。早餐、
快餐、小吃等小型餐饮企业减少桌椅摆放，一人一桌用餐。
宾馆酒店住宿经营在前台等人员易聚集区域采取分流措施，
划线排队，并指定专人维护秩序，要求顾客戴口罩排队，保
持安全距离。宾馆酒店自助餐、西餐有序排队取餐，保持安
全距离，分散就座，减少人员聚集。中大型餐饮企业包房消
费，顾客隔位相坐，倡导文明用餐，提倡每桌每菜使用公勺
公筷。大堂消费引导消费者隔桌安排就餐，减少桌椅摆放，
加大桌间距离。消费者就餐期间不喧哗、不吸烟、不近身敬
酒，自觉接受服务人员劝导。

隔离酒店工作人员个人总结篇二

己亥末，庚子春，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全国迅速蔓延。面
对严峻的疫情形势，我院立即成立了应急工作小组，时刻关
注国家疫情防控方针，积极学习防控知识与技能，并主动承
担起了般阳集中隔离点的相关医务工作。



疫情就是命令，面对此次出乎意外、形势异常严峻的疫情，
作为一名年轻的医务工作者，我理应冲在第一线。

在集中隔离点，虽然工作环境艰苦、情况复杂且承担着巨大
风险，但令我感触最多的不是困顿和疲乏，而是感动与责任。
首先是来自后方的感动。这份沉甸甸的感动，是区里和单位
的领导以及当地的民营企业家给我们送来的关照和慰问，是
街道办工作人员们提供的事无巨细的后勤保障。借此，我由
衷地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其次便是是来自负责接送、转运病例接触者的司机师傅们，
从疫情发生到现在，他们不辞辛苦、始终坚守在工作一线，
冒着极大风险往返于隔离点和接触者家中，即使在雨雪交加
的恶劣天气，他们也毫无怨言。司机师傅们内心住着一份责
任，这是一名前线司机的大爱与坚韧。

最后，是接触者们给予的感动。我所在的隔离点接收了一位
六十多岁的阿姨，腿脚不便，难以下车。刚想去搀扶她一把，
她却连忙挥手示意我不要过去，大声说道：“小伙子，离我
远点儿……”。我当时禁不住眼眶一热，突然想起在院开会
时领导说过的一句话：我们隔离的是病毒，而不是人心。于
是我大跨步追上那位阿姨，说了句：“没事儿阿姨，我们都
有防护措施呢”！便把她送回了房间。

没有硝烟的战役已经打响，人民欢呼的胜利就在前方！脱下
防护服的那一刻，我看到的是被汗水浸泡的衣裳和口罩在脸
上勒出的深深的压痕，我想，这大概就是最美的模样吧！

作为一名年轻的医务工作者，我坚信，樱花会开，春天会来，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我们必然胜利！

隔离酒店工作人员个人总结篇三

回顾20x年的财务工作，财务部在酒店老总的直接领导及集团



财资管理处的指导下，认真遵守财务管理相关条例，按集团
财资管理处要求实事求是，严以律己，圆满完成了20x年酒店
的财务核算工作及各项经营指标的完成。积极有效地为酒店
的正常经营提供了有力的数据保证。促进了经营的顺利完成，
为经营管理提供了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会计基础工作方面

为了确保财务核算在单位的各项工作中发挥准确的指导作用，
我们在遵守财务制度的前提下，认真履行财务工作要求，正
确地发挥会计工作的重要性。总结各方面工作的特点，制定
财务工作计划，扎实地做好财务基础工作，年初以来，我们
把会计基础学习及集团下达的各项计划、制度相结合，真实
有效地把会计核算、会计档案管理等几项重要基础工作放到
了重要工作日程上来，并按照每月份工作计划，组织本部门
人员按月对会计凭证进行了装订归档，按时完成了凭证的装
订工作。严格按照会计基础工作达标的要求，认真登记各类
账簿及台帐，部门内部、部门之间及时对帐，做到帐帐相符、
帐实相符。

二、会计管理方面

1资产管理：我们在按会计制度要求进行资产管理的基础上，
更加有条不紊地坚持集团的各项制度，严格执行集团财资管
理处部下发的资产管理办法及内部资产调拨程序。认真设置
整体资产账簿，对帐外资产设置备查登记，要求各部门建立
资产管理卡片建全在用资产台帐，并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坚
持每月盘点制度，在人员办理辞职手续时，认真对其所经营
的资产进行审核，做到万无一失。

2债权债务管理：对酒店债权债务认真清理，每月及时催促营
销部收回各项应收款项。

3监督职能：加大监控力度，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财务监控从第一环节做起，即从前台收银到日夜审、出纳，
每个环节紧密衔接，相互监控，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2)对日常采购价格进行监督，制定了每月原材料采购及定价
制度(菜价、肉价、干调、冰鲜)，酒水及物料购入均采用签
订合同的方式议定价格。对供应商的进货价格进行严格控制，
同时加强采购的审批报帐环节及程序管理，从而及时控制和
掌握了购进物品的质量与价格，及时了解市场情况及动态。

(3)加强客房部成本控制：要求客房部加强对回收物品及客房
酒水的管理，对未用的一次性用品及时回收，建立二次回收
台帐。

(4)货币资金管理：财务部严格遵守集团财务规定，由会计人
员监督，定期对出纳库存现金进行抽盘，并由日审定期对前
台收银员库存现金进行抽盘，现金收支能严格遵守财务制度，
做到现金管理无差错。

三、对内、对外协调方面

1对内：协助领导班子控制成本费用开支，编制费用预算，为
各部门确定费用使用上限，督促各部门从一点一滴节省费用
开支;合理制定经营部门收入、成本、毛利率各项经营指标，
及时准确地向各级领导提供所需要的经营数据资料，为领导
决策提供了依据。对本部门所属的收银员认真教育，督促其
尽力配合经营部门的工作。

2对外：及时了解税收及各项法规新动向，主动咨询税收疑难
问题。

隔离酒店工作人员个人总结篇四

我县集中隔离点xx酒店自启动以来，严格执行《传染病防治
法》集中隔离点标准，所有工作人员按照县疫情防控总调度



室关于定点隔离酒店工作方案、应急预案及各项指令，严格
遵守各项制度、制定定点隔离指导手册、医学观察告知书、
集中观察人员信息表、每日汇总表、留观人员体温监测表、
值班人员交接表等标准，合理安排留观人员食宿和生活需求，
实时关心留观人员的思想情况，医务人员对留观人员每日两
次测量体温，保障留观人员身心健康。

1、就餐：后厨专人采购安全食品，每日专人消毒并登记，非
就餐时间禁止人员入内。建立48小时食品留样制度，确保食
品安全。照顾留观人员饮食习惯，每两天为工作人员和留观
人员配送水果。

2、住宿：酒店分为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设置双通道，
区分留观人员和工作人员进入通道。已建立《接受流程》、
《解除流程》等制度，留观人员均签署《承诺书》，收到
《致留观人员的一封信》。隔离点已建立后勤保障组，留观
人员服务组，及时掌握留观人员生活需求。已建立值班制度，
后勤物质储备制度，房间和人员消毒制度。

1、接受和解除由医务工作人员，按照消毒、检查、登记等流
程严格完成。大门、过道由公安人员24小时监控。留观区、
清洁区等关键位置由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禁止外来人员入
内。

2、服务工作人员每日坚持考勤、消毒登记、自测体温制度。
医务人员对留观人员逐人建立健康档案，每日两次对留观人
员测量体温，实时监测其健康状况，了解思想情况。

3、环境消毒和医疗废物处置工作：隔离点每日由专人三次消
杀留观区和清洁区。每个房间均设置消毒喷壶，定期为大家
发放口罩和防护物质。将垃圾统一分类，将留观人员生活垃
圾密闭消毒密封，口罩、防护服等垃圾密封装袋，每日专车
送至医疗集团医疗垃圾暂存处。



3、每日负责人、组长和医务人员召开例会，传达上级各项指
示，

反映工作中存在问题和建议，通报各项工作情况。值班室坚
持全时值班制度，第一时间接听留观区人员电话，掌握第一
手情况，及时解决问题。

1、隔离点保障留观房间有电视和wifi，由后勤合理安排搭配三
餐，每日定点送餐。留观人员可24小时拨打值班电话，反映
其生活和思想问题。

2、医护人员询问每位留观人员既在史有无发热、咳嗽、腹疼
等症状，及时建立健康档案，确保每一名隔离留观人员信息
及时登记、核验每天对隔离人员早晚各进行一次体温测量及
及健康状况询问并记录。并对所有留观人员进行健康知识宣
传，促留观人员每日开窗通风，正确佩戴口罩。

3、现有留观人员体温均在正常范围，如出现身体不适者会及
时请示专家组，给予对症治疗均缓解。

隔离酒店工作人员个人总结篇五

面对新一轮疫情来袭，为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城关区委区坚持“至上、生命至上”高站位谋划、高效能指
挥、高质量推动。集中隔离点管控专责组闻令而动，第一时
间进入作战状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精细管控、统筹协
调。专班集结、岗前培训，迅速投入工作。50支专班队伍忠
于职守、默默付出，舍小家为大家，在病毒和群众之间筑起
了阻断疫情传播的坚固堡垒。

实现隔离管控“双闭环”针对病毒隐匿性强、传播速度快的
特点，隔离点首先建立管控内环，全体人员迅速进入“战
斗”状态，取长补短，开展信息摸底、环境消杀、核酸检测、
医废处置、安全巡视等，因地制宜制定工作方案、应急预案，



安全、消杀、物资管理、医废收集转运、值班值守等制度并
严格执行。特别是有驻点经验的干部再上“疫”线，在内点位
“以老兵带新兵”的方式，加强对新加入人员的培训，使大
家尽快熟悉的工作环境。同时，外点位抽调具有疫病防控经
验的骨干，迅速建立了管控外环，制定外围执勤、消杀消毒
和信息安全管理等制度，并联动辖区公安民警、退役军人、
物业保安等多方力量，切实落实集中隔离点值班值守工作。
通过内防外守，快速反应、四方联络，实现了隔离管控“双
闭环”。

构筑智慧管控“双保险”为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隔离点安
装了“云苑管家”门磁系统和移动“和家亲”监控系统。智
能门磁是一套探测门有没有发生移位的设备，在防疫集中隔
离点进行健康监测的人员打开装有智能门磁的房门，只要门
缝宽度超过1.5厘米，门磁就会感应到并生成报警信息，发送
到疫情防控管理人员的手机中，提醒管理人员注意或跟踪隔
离人员的开门行为。移动“和家亲”监控系统，能够实现分
区域管控，先进的人形识别技术一旦检测到人员出入，网格
管理人员的手机app就会弹提醒，便于管理同时也是提取证据。
同时声音和画面的异常信息也会第一时间传到到手机，形
成24小时预警，避免漏报。

通过“云苑管家”和“和家亲”两大系统助力，不但能进行
语音通话，而且实现了人形、声音和画面变化的异常监测，
给管控上了“双保险”，真正做到无盲区全覆盖，360度全方
位守护，大量节省人力，阻断每一个让病毒外传可能性。

组建点位温馨“大家庭”为更好彰显人文关怀，x酒店隔离点
专班结合现有资源，通过对接甘肃农业大学，将隔离点的4名
教师组成辅导组，建立了以“辅导组”为中心，医护保障组、
水电保障组、行政保障组、外围保障组相互配合的运行模式。

立即安排2名工作人员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并提供了八宝粥、
自嗨锅、酸辣粉等，帮她调剂生活，缓解压力。针对出现身



体状况的同学，专班每天安排专人对她们进行健康检查，早
中晚三次情绪疏导，形成工作台账，有事随叫随到。

通过辅导组牵线搭桥，各保障组各司其职，构建了一个“困
难有人管、需求有人应、说话有人聊”的温馨“大家庭”。
各组践行“细心、暖心、爱心”服务理念，第一时间疏导学
生情绪、解决生活所需。“你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每天准
时为我们送来热乎乎的饭菜和生活用品。我们特别想看到你
们真实的样子，却只能隐约看到你们的眼睛，但我们知道你
们一定是最可爱的人。我们彼此未曾相识，但这一刻我们的
心却是在一起的…”全体教师、学生在信中这样写到。

逆行的背影忙碌而充实，奔波的脚步匆忙而坚定，虽然隔离
点的工作很累很苦，但逆行者们始终一往无前，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责任和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