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模板5篇)
方案是指为解决问题或实现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步骤和措施。
优秀的方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
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篇一

为有效预防和治理大气重污染，及时果断地采取超常措施，
最大程度减轻重污染天气给师生带来的`身心损伤，切实保障
师生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根据《xx县重污染天
气应急预案》及《xx县教育系统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有关规
定和要求，制定本预案。

1．以人为本，强化监控。把保障师生生命安全放在防御工作
首位，密切空气污染指数变化，认真做好各项防范工作。

2．落实责任，加强监督。县教育局负责直属单位重污染天气
应急处置工作的组织实施，并对各学校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
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负责辖区内学
校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指导；学校在
教育局领导下，负责本学校应急处置工作的具体实施，一把
手是第一责任人。

3．快速反应，果断处置。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污
染预警发出后，教育局根据不同污染预警等级，迅速响应，
及时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学校密切配合，积极落实相应处
置措施。

（一）领导小组

组长：



副组长：

组员：全体教师

工作小组职责

负责各项应急措施的组织协调；整理应急措施落实情况，并
及时向指挥部领导汇报。

在县教育局领导下，按要求编制本学校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
并向县教育局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综合组备案。根
据县教育局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求，启动并实施
好各项应急处置措施。

学校负责组织实施县局各项实施方案

学校必须严格执行值班制度，应急值班电话必须24小时有人
盯守，并保证有一名领导班子成员带班。

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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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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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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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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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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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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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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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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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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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的经济赔偿、责任追究和报告总结工作。

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篇三

（一）以人为本，减少危害。保障师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是应急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时要以生命救助为主，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将食品安
全事故的影响降到最低。

（二）预防为主，常备不懈。学校后勤管理处应加强食品安
全监管，积极开展食品安全事故的预防工作，切实做好实施
预案的各项准备。

（三）统一领导，部门联动。学校食品安全委员会统一指挥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提高应急处置效率。

（四）分级负责，协调配合。食品安全实行属地管理和分级
负责的原则，各相关部门、系（院）部、食品经营单位要在
学校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政府监管部门，认真落实各项
应急处置措施，果断控制事态发展，抢救伤员，减少损失，
并及时将情况上报相关部门。

（五）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相关职能部门要积极主动公布
相关信息，发动全校师生参与食品安全事故的应急工作。相



关信息的公布必须经学校有关领导批准，统一发布，任何部
门和个人不得随意散布、夸大事故，最大限度的降低不良影
响。

本预案适用于本校园内所有食堂、超市，在食品加工、贮存、
流通、消费等环节中发生的食源性疾患，饮用水污染事件，
从校外流入校园内的食品造成的食源性疾患等，造成学校师
生病亡或者可能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的重大危害，并造成严
重影响的食品安全事故。

（一）综合协调组。由后勤管理处负责，主要职责是：综合
事故信息，及时向上级部门和学校领导汇报事故动态，分析
事故进展情况，传达上级部门和领导的指示精神，协调其他
各应急行动组、专家、专业救援队伍及相关单位开展工作，
做好对事故受害人的善后处理及其家属的安抚工作。

（二）医疗救护组。由校医院负责，主要职责是：在事发后
迅速组织和配合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现场救护、医院救治和卫
生防疫等工作，制定医疗救治方案，实行首诊责任制，重症
病人和普通病人分类管理，做好病人的接诊、治疗和转诊、
转院等工作，确保医疗安全。

（三）安全保卫组。由保卫处负责，主要职责是迅速组织人
力保护现场、保留证据、维持秩序和疏导交通等工作；初步
查明主要污染源、污染种类以及污染造成的影响；在职责范
围内按实际情况查封事故涉及的源头食品及其原料，及时控
制污染扩散，并对潜在危害继续实施监控；积极配合相关部
门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开展相关技术鉴定，实时记录事故发
生、发展及处置的工作情况，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提出
处理意见。

（四）信息报送组。由宣传部负责，主要职责是实时记录事
故发生、发展及处置情况，组织起草有关公告、通报、简报
等文字材料，按规定向当地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报送信息；



统一信息发布和上报口径，确保信息的真实性。

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篇四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快速高效。

为成员。应急领导小组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校园及教学点
的应对极端恶劣天气做好教学管理工作。

（一）停课应急措施

1、及时将停课通知告知每一个学生和家长，并调整校园教学
工作计划。

2、认真执行上级主管部门规定的统一时间停课和复课。若确
因客观原因不能按时复课，及时报告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经
批准后才能延期复课。

3、停课后，校园妥善安排好各项工作，确保复课后教学工作
有序进行。

（二）停考应急措施

1、考试期间遇极端恶劣天气确需暂停考试的，校园及时将停
考通知告知每一个学生和家长，及时调整教学工作计划。

2、认真执行上级主管部门规定的统一时间停考和复考。若确
因客观原因不能按时复考，及时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经批
准后才能延期复考。

3、考试属于学校组织的，由学校对复考做出具体安排；
考试科目属于县、中心校统考的，学校严格执行统考科目考
试时间安排。



4、停考后，学校要妥善安排好各项工作，确保复考工作有序
进行。

（三）提前放假或延期开学的应急措施

1、学期末或学期初遇极端恶劣天气，确需提前放假或延期开
学时，学校应及时将提前放假或延期开学通知告知每一个学
生和家长，及时调整教学工作计划，未完成的教学计划应在
下学期中安排及时补上。

2、提前放假时，学校应妥善安排好期末考试、阅卷及素质报
告单（成绩单）发放等工作，确保学期教学工作任务完成。

3、期末考试属于学校组织的，因提前放假未考完的科目，下
学期开学初，由学校安排对未考完的科目进行考试。

4、提前放假后，学校要妥善安排好各项工作，认真做好开学
准备，确保下学期开学工作有序进行。

（四）完善通讯网络确保通讯畅通

为应对极端恶劣天气，以便紧急联络。在应急期间学校要安
排人员值班，对外公布值班电话，方便学生和家长咨询。所
有责任人员必须保持通讯工具24小时畅通。

（五）规范发布通知和信息

学校应急领导小组对外发布停课、停考、提前放假的通知或
延期开学的信息。必须以县教育局及中心校文件为准。

1、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在查明原因、
认定性质、分清责任的基础上，根据上级有关法律、法规对
安全事故有关责任人严肃追究行政和法律责任。

2、严格实行安全事故报告制度，发生安全事故，有关领导和



当事人，在及时处置险情的同时，第一时间上报学校有关领
导，因不及时上报，延误抢救时机、造成重大损失的，要追
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篇五

为了有效应急处置我园内可能发生的重大食品卫生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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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领导机构与职责：

1、领导机构

领导小组

组长：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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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救护组

组长：李忠艳

成员：

主要职责：当发生食品卫生安全事故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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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指挥食品卫生安全事故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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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常工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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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家长、幼儿食品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
丰富卫生知识，增强卫生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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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事故应急处理。

1、报告制度。食品卫生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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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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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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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家长。学校发生较严重食品卫生安全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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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学生家长思想安抚，防止过激行为发生。设立家校联络
处，及时解答家长提出的问题，力所能及地为家长做好服务
工作。

5、病源保护。学校发生较严重食品卫生安全事故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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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保障广大师生和家长在事故发生和处理过程中
的知情权，及时、准确做好信息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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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