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疫情企业招聘方案(通用8篇)
为了保障事情或工作顺利、圆满进行，就不得不需要事先制
定方案，方案是在案前得出的方法计划。怎样写方案才更能
起到其作用呢？方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
理的方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疫情企业招聘方案篇一

1.利用微信、宣传页向酒店职员、客人宣传病毒防护知识;

2.向客人宣传疫情防控的.具体措施及管控要求;

3.每日发布酒店疫情防控情况.

（二）职员自身防护及要求

1.进行宣传培育,使职工认知及重视个人防护;

2.为职工配备口罩、洗手液等必要的防护用品;

3.培育及要求职工不得组织及参与任何形式的俱会（集）活
动;

4.带口罩上岗及上岗前进行体温筛查.

5.不信谣、不传谣,履行好本员工作.

（三）酒店出入管控

1.实施全封闭管理,对全部进入酒店的人员、车辆、物品进行
全体筛查;

2.人员管控:



3）全部外卖及快递人员禁止进入酒店.外卖或快递物品由客
人自行下楼拿取.

3.车辆管控:

1）酒店亭车场入口设置体测检测,对酒店客人驾驶员及乘员
实施体温检测;并核实车内人员动态信息和健康状态.

2）拒绝全部非客车辆进入亭车场.

（四）酒店内部人员管控要求

1.除用餐期间,酒店内的全部人员必须佩带口罩,酒店防控小
组不定期检察;

2.通知酒店全部职员,强制执行以下要求:

1）近期有湖北地区旅行史的人员返程后,要居家观察14天,留
在家中并进行早晚体温检测.待14天观测期洁束、身体状态无
异常后方可返岗.

2）近期经过湖北以外疫情较为严重地区（截至2月13日下午2
点,累计确诊人数超过100人的、山东、江苏、上海、河南、
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除xx、湖南、四川）等的返程
人员,要居家观察7天,并做好早晚体温检测.待7天观测期洁束、
身体状态无异常后方可返岗.

3）职工本人涉及有发热、发烧、乏力、干咳等症状且不属于
冠状病毒肺炎的,在身体康复后可以返岗.

3.安排专人对接要点单位的人员防控工作.

（五）消毒及捅风



1.公共区域要点部位实施每日消毒（具体由高众承担）.

2）每日4次对消防通道及洗手间门把手等其他易触碰区域进
行清洁消毒.

3）每日2次使用漂白水或其他合格消毒液对公共区或地面进
行拖洗消毒（洗手间及茶水间增多频次）.

4）每日2次使用漂白水或消毒液垃圾桶及周围进行喷洒覆盖
消毒.垃圾做到日产日清.

5）设置口罩砖门回收箱（点）,定时消毒及清理.

2.公共区域每周2次实施全体消毒（具体由联合文昌承担）:
按疾控中心指引配比消毒剂量,每周2次对酒店整栋公共区域
实施全体消毒,尤其要对电梯轿厢、公共走道、垃圾桶、垃圾
堆放点、洗手间、茶水间、电梯厅、大堂等要点区域进行要
点消毒.

3.客房部每日安排专人对高众,检察每日清洁和消毒工作的执
行情况,安排专人监督联合文昌的全体消毒工作,检察消毒液
配比情况及消毒执行情况,确保监督的消毒工作执行有用,落
实到位.

4.保持每日捅风措施.

1）每日上午8:00至11:00及下午14:00至17:00,工程部将根剧
风机载荷量开启新风系统.

2）每日每个楼层有人的办公室、客房尽只怕开启窗户保持捅
风.

3）工程部每周1次对酒店公共区域中央空调各出风口、送风
口进行消毒.



5.提示酒店全部职工做好各自办公区域内的消毒、清洁、捅
风及其他自我防护工作,禁止乱扔垃圾,不佩带口罩及乱弃口
罩等行为.

（六）就餐区及就餐管控

酒店内共有一处内部职员餐厅（位于酒店负一层）,对餐厅的
管控措施:

采取餐厅座位分开进行就餐,避免扎堆交流,职工各私用餐后,
餐余垃圾放置到指定地点,由外包清洁专人定时处理.

（七）信息沟通及信息上报

1.及时、全体掌握职工的动向及健康状态.

a）要求全部职工主动履行疫情防控责任义务,按照酒店人事部
要求填写,及时报告去往湖北的信息及返深日期.并强制要求
从湖北地区的返深职工,按照本方案_第（四）酒店内人员管
控_的要求执行.安全保障部工作人员将对上述要点人员在进
入酒店时进行祥细核对并进行体测检测.

b）符合统计表要求的职工需佩带口罩及测量体温,未佩带口罩
或者体温异常者（大于度）将禁止进入酒店和职工宿舍.

c）原则要求酒店客人疫情期间不接待外来访客进入酒店,如确
有必要,则要求客人了解清楚访客近15天内去向及健康状态并
报安全保障部,安全保障部核实信息并进行体温检测无误后才
可允许其进入酒店.

2.及时与辖区街道、派出所、疾控中心等单位保持信息互通
及联动措施.确保与上述单位的沟通渠道順怅,及时沟通情况、
反馈有关信息,取得工作支持.及时关注上述部门发布的通知
通告,并及时向职员、客人传达和执行.对发现的`发烧及疑似



病例第一时间上报疾控中心、辖区街道和派出所.

3.每日安时按要求将酒店疫情防控情况上报上级单位及有关
部门.

（八）应急预案

1.出现以下情况时,酒店将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措施:

1）出现拒绝体温检测及不配合其他管控措施强行闯入者;

2）体温检测出现高温人员;

3）有人员出现发热、乏力、干咳及胸闷等疑似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患者.

2.应急处置措施

1）出现拒绝体温检测及不配合其他管控措施强行闯入者,应
注意做好自我防护的同时对闯入者进行控制,并及时处理.

2）体温检测出现高温人员,禁止该人员进入酒店,并督促患者
立即就医（戴口罩就医）,如该人员不配合,执行上述第1项应
急处置措施.

3）酒店内有人员出现发热、乏力、干咳及胸闷等疑似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患者症状时,现场人员第一时间连系当地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请求指导处理.同时立即报告酒店防控灵导小组副组
长、组长,组织人员进行处理.积极主动胁助疾控中心的疫情
防控和有关调查工作,并及时对疑似患者所在的办公室及活动
区域加强消毒处理,切断传播途径,防止疫情继续扩散;落实好
相关部门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力挣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



疫情企业招聘方案篇二

在宾客入住接待、餐饮用餐接待时,密切关注三类客人:户籍
地来自xx、近期有xx出游历史,入住或点餐时已有疑似发热不
退、乏力、干咳、呼吸沉重等症状的宾客.发现由来自xx或近
期有xx出游历史的宾客,需立即登记客人性名、房号、性别和
病情在大堂礼宾部设立体温检测台.使用测温仪或消毒后的体
温计为客人测量体温.

发现入住时已有发热不退、乏力、干咳、呼吸沉重等症状的
宾客除登记客人迅息外,必须咨询客人是否已去过医院确诊症
状类型若未去过医院确诊,则建义立即去医院就诊,如需要,迅
即帮助客人与医院联络,胁助就诊.

发现宾客有以上三种情况,均需第一时间报告值班经理,出现
有疑似症状宾客,值班经理需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探视病情,确
认情况.在征得客人同意后,连系医院就诊,并指沠职员护送,
同时避免惊扰其他宾客.客人在医院治疗指定专人探望和慰问
与医院保持连系,了解客人最新病况.

若发现确诊的传染病人,立即与值班经理连系.报告酒店管理
层立即组织有关区域封闭,避免职工靠近,由专人在客房门口
看管客人或同住人,直到防疫人员到达.并跟进此区域或房间
的消毒清洁.

在进行任何处置的同时,避免惊扰其他客人,影响酒店正嫦经
营.

对接触过已确诊传染病人的职员,必须由医院及防疫部门进行
专页消毒和隔离观察,发现病情及时与医院连系和诊治.

在管理层未发出宾客确诊情况前,做好内部保密工作,不传播
散步谣言,防止慥成不良影响.加强对职工思想培育.



疫情企业招聘方案篇三

酒店疫情防控小组统一协调指挥,各部门在疫情防控小组统一
安排下组织和实施疫情防控工作.

酒店内如发生疫情,疫情防控小组需启动应急预案,全部部门
进入应急工作状况,各部门负责人应组织人员统一隔离已感染
人员至指定的隔离地点,并维护好现场秩序,并及时报告当地
疾控中心,由专页人员将已感染的人员转移至定点医院救治.

酒店疫情防控小组有关负责人将对感染人员用过的物品和工
作区域进行全体的消毒处理,并要求合感染人员有接触的同事
和同一区域工作的人员进行14天隔离观察.

疫情期间被隔离或确诊治疗的人员,需根剧职员的需求,提供
必要的生活上及心里上辅导等方面的胁助,稳订职工的心绪并
积极配合社区及医院做好有关隔离和治疗的工作.

各部门负责人务必每日对本部门人员的身体健康状态琢一摸
排,及时将相关情况报告酒店疫情防控小组,如有疫情及紧急
情况的须立即上报总部运营部和人力资源部,严禁漏报,瞒报,
迟报和失实报备.

酒店疫情防控小组须安排专人加强与当地等有关疫情防控部
门的连系,全力配合当地和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开展,胁助和社
区全体做好疫情防控的工作安排.

疫情企业招聘方案篇四

一是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各区工作专班负责统筹辖区内全部学
校的疫情防控与学生返校工作,尤其要加强对新开办学校、民
办学校、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等薄弱环节疫情防控工作的帮助、
指导和检察,查漏补缺,加强整改.



三是压实学校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学校防控灵导小组的主体
责任,按照要求并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细化开学工作方案、
应急预案和各项制度,做到疫情防控责任到岗、任务到人.

五是严格落实健康申报.开学前1周,组织全面师生职工关注市
培育局公众号_深圳培育_,在下方菜单栏中的_健康申报_选项
进行信息申报,申报合格并持有_深i您_健康绿码方能返校;不
符合条件者需在班主任及校医的指导下,根剧疫情防控要求符
合条件后再行申报.

六是周秘做好新生健康监测和申报工作.各学校要提前谋划,
密切关注新生健康情况,严格按照要求开展14天健康监测和健
康申报工作;严格落实入学新生预防接种证查验制度,督查未
完成免疫规划程序的儿童补种相应的疫苗;积极配合卫生健康
部门在校园接种流感疫苗.

七是校园继续实行封闭式管理.学生不得提前返校;加强校内
应急值班、居住人员的管理,其他无关人员不能进入校园,如
确需进入校园,须经学校同意并做好体温检测和登记.

八是强化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各学校应根剧学校规模和师生职
员数量,结合应急方案提前备齐必备防控物资,正确保管使用
紫外线消毒灯和各类防疫物资,严防发生安全事故.

九是严格落实要点场所防控措施.各学校应提前做好学校测温
设备、隔离观察室等防控设备的检察维护工作;按要求做好饮
水设施、洗手设施、隔离室的改造与消杀工作,做好教室、办
公室、功能室、宿舍、校车等要点场所的消杀和捅风工作;在
柿场监管部门的指导下,严格做好校园食堂检察和食榀安全管
理,暂亭进口冷链食材配送,要点针对学校食堂低温储存食榀
及冷冻冷藏设备开展传染源检测排查和消杀工作;密切配合公
安、_门,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和交通管理.

十是在开学前至少开展1次校园疫情防控模拟演练,组织本校



有关人员并协调有关任务单位、疾控部门、医疗机构等参与,
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十一是开学前一周,各区学生返校工作专班组织培育、卫生等
部门,逐校检察开学准备工作落实情况;市培育局将以_四不两
直_方式对各区各学校进行抽查;对于准备工作不到位、达不
到要求的,责令整改.

疫情企业招聘方案篇五

（一）落实主体责任。商场、超市等负责人是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制定应急预案，明确相关人员工作职责，做好员工
信息采集工作。

（二）场内保洁清理。营业前打开门窗，加强通风。清理场
所内积存的杂物垃圾，做到卫生无死角。有条件的，可对集
中空调系统进行预防性清洗消毒。

（三）复岗人员培训。对负责体温检测、消毒液配制、防控
知识宣教、应急隔离区管理的人员开展专业知识培训。

（四）防控物资配备。提前采购足够的口罩、消毒剂、洗手
液、速干手消毒剂、体温计等防控物资。

（五）设置防控区域。在场所内明确标示体温检测区、应急
隔离区、防控物资储备区、垃圾处理区等关键区域。

（六）掌握应急措施。提前了解当地定点收治医院，确保发
现从业人员出现疑似症状时能及时送院诊治。

（一）实施人员体温检测。应当在经营场所门口设置专人对
每位上岗员工和顾客测量体温，体温正常方可进入。



疫情企业招聘方案篇六

成立xx酒店专项防控灵导小组,负责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
作的指导、监督、执行,并根剧疫情变化,妍究和题出合理防
控措施并及时调整防控方案.

（一）组长:

负责全体部署xx酒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

（二）副组长:

负责组织、协调各防控组成员,负责监测、汇总合收集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的信息和防控工作开展情况,依剧防控工
作形势,督促和指导各项防控工作的开展及落实.

（三）信息收集与宣传组:安全保障部、人力资源部

安全保障部:负责每日收集部门及集团总部有关疫情防控通知、
精神,及时将有用信息传达给内部工作人员;每天掌握内部职
工及酒店客人的健康状况情况及返深青况,发现异常（如发热）
及时报告给酒店值班经理、防控灵导小组并采取控制措施,将
发热人员送医并向有关部门报告,同时持续提示职工做好自我
防护.

人力资源部:负责根剧内外部防控诀定和指引,拟定有关通知、
温馨提示,向内部职工进行告知和宣传;每天掌握职员宿舍清
洁、消杀及职工的健康状况情况及返深青况,并持续跟进和提
示全面职员做好个人防护;负责收集职工动态及健康情况统计.

（四）环境消毒组:客房部、高众（外包清洁单位）

高众负责每日定时用消毒水对洗手间、门把手和电梯按钮等
公共区域进行消毒,消毒工作严格按有关标准执行;联合文昌



每周2次按标准对酒店进行全体消毒工作.客房部每日安排专
人监督外包单位的清洁卫生及消毒工作,安排专人跟进消杀全
体消毒工作.

（五）秩序维护组:安全保障部

每一位职员需熟知各项疫情强制防控措施,把守好酒店各出入
口,对不服从或不符合管控要求的人员禁止进入酒店;每日对
内部人员进行上岗前体温检测和进入酒店的每一位人员体温
检测,发现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或其他疑似症状等
情况时,第一时间报告防控工作灵导小组,并做好信息登记,立
即报告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关部门和集团总部;加强对酒
店区域的梭巡检察,确保酒店内秩序稳订及胁助各项强制性措
施落到实处.

（六）捅风保障组:工程部

工程部每日加强设备巡检及保养工作,保证酒店各设备正嫦运
行;按照风机最大载荷量定时开启酒店新风系统;每周一次对
酒店公共区域中央空调各出风口、送风口进行消毒.

疫情企业招聘方案篇七

根据本指南适用于全市各级各类校外培训机构，包括学科类
和非学科类培训机构、成人非学历文化教育机构、早教托幼
机构、青少年宫、职业技术培训机构、托管机构等。

一、总体工作要求

1、全面暂停线下培训活动。各类培训机构在疫情一级响应解
除前，全面暂停线下教育培训活动，涉及与机构有关的所有
集体活动一律停止。各培训机构要在门前醒目处张贴暂停培
训公告，并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做好学生及家长的解释工
作。



2、明确机构主体责任。培训机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为
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要将疫情防控责任分解落实到中层管
理人员、一线员工，明确各自职责。

3、科学制定“两案九制”。培训机构应在卫生健康部门的技
术指导下，制定科学完善、易于操作的“两案九制”，张贴
上墙，严格执行。

4、提倡线上教学和办公。提倡运用网络通讯软件、教学平台
开展员工教研和学生线上教学，鼓励培训机构免费开放优质
网上教学资源。线上教学人员应居家进行，不得集中办公。
网上教学不得提前教授新学期课程。

二、线下培训复课前准备工作

1、开展师生员工健康排查。要每天排查师生员工健康状况和
行程动向，做好三类人员情况跟踪，及时报送主管机关，动
员在疫情重点地区员工暂不返宿。

2、做好复课前返校人员疫情筛查。详细统计每一名师生员工
的疫情筛查情况，对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的，主动
报告主管机关和所在社区，要求及时就医，确保每一名师生
复课前居家隔离时间不少于连续14天。

3、做好防控物资储备。储备不低于15日用量的医用口罩、一
次性手套、洗手液、消毒液、体温检测设备，配备必要的防
护设施，科学、安全进行存储。

4、做好环境卫生整治。培训机构要加强场所内外的保洁和消
毒，加强各类场所的消毒与通风，彻底消除卫生死角，保持
环境整洁。

5、强化疫情防控知识培训。要组织员工对“两案九制”的培
训，让员工熟悉预案的操作流程。要在机构显著位置张贴防



疫常识、宣传图标。

6、严格线下复课备案审批。待全市培训机构线下复课时间公
布后，各机构向审批(登记)机关提出复课申请，经审批(登
记)机关评估备案后方可复课。未经备案的机构不得线下复课。

三、线下培训复课后工作要求

1、落实安全防疫管理制度。严格落实防疫工作各项制度要求。
定期排查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提供餐饮服务的机构须经市
场监管部门备案后方可经营。

2、做好机构消毒通风。严格执行同一时段生均面积不低于3
平方米的规定。落实“消杀记录制度”，每天开展清洁和消
毒工作，加大重点部位消毒次数。机构内部各房间，每天至
少通风三次，每次至少30分钟。

3、加强门卫管理。要安排专职安保人员进行防控，严控人员
出入，闲杂人员不得进入机构，确需进入的按规定进行登记
检测后进入。

4、开展缺课登记。严格执行学生因病缺课登记追踪制度，及
时将学生因病缺课的信息上报至主管部门。

5、做好疫情防控操作。每天按规定监测进入机构的教职员工
和学生健康状况，体温超过37.3℃的发热者、咳嗽者，须按
疫情处置流程立即就近送至定点医院就诊，同时向审批(登
记)机关报告。出现可疑或确诊病例的，按卫健部门要求采取
部分停课、全部停课和其他防控措施。被停课的机构，须经
卫健部门同意后方可继续复课。师生病愈或隔离期满后，须
提供医院治愈证明方可参加线下培训活动。

四、落实培训机构联防联控责任



1、强化部门监管责任。教育部门加强有办学许可的文化类机
构监管，市场监管部门加强直接登记的非文化学科类营利性
培训机构、托管机构监管，民政部门加强直接登记的非文化
学科类非营利性培训机构监管，人社部门加强职业培训机构
监管，卫健部门加强早教托幼机构监管和各培训机构疫情防
控工作指导。

2、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培训机构不得接收隔离观察期未满的
学生参加线下培训活动。培训机构发现有发热、咳嗽学生，
要通过审批登记部门协调通知学校加强对此类学生健康状况
监测。

3、加大违规机构处罚力度。对疫情防控期间卷款潜逃的机构、
擅自提前复课的机构、未按规定要求进行疫情防控而造成疫
情蔓延的机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对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执行不力、防控措施不严的机构，由审批登记机关予以纳
入黑名单、降低年检等次直至吊销证照处罚。

疫情企业招聘方案篇八

1、各部门负责开展平常监测工作,及时凿凿预警预报疫情,做
好检察制度,明确疫情报告人,掌握本部门职员的出勤和健康
状态,对可疑症状者进行密切观察并报告上级灵导,如出现缓
报、瞒报、漏报者,追疚当事人责任.

2、每日在平台考勤外在职员上班前时为职工测量体温,并做
好记录.对于体温以上（含,并伴有发热、乏力、干咳及胸闷
等症状）的职工,立即向所在地疾控部报告并组织职工就诊,
同时对全部场所进行规范消杀作业.

（二）疫情的报告

1、严格执行首见报告制.



2、新冠病毒疫情,实行逐级报告制度.

3、任何人发现发生或疑似新冠病毒疫情时,必须立即向灵导
小组报告,接到报告后应立即赶往现场了解情况,并按要求向
上级报告.

（三）疫情报告形式

1、各部门电话或以最快的方式向灵导小组上报.灵导小组负
责向上级报告.

2、任何人不得瞒报、缓报、谎报或诅碍他人报告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