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机场下一步工作计划(模板5篇)
计划是一种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工具，也是一种组织和管理的
工具。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方向，帮助我们更好地
组织和管理时间、资源和任务。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计划书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机场下一步工作计划篇一

*南方航空公司：

本人对贵公司三亚机场的员工逯艳秋做出最优秀的评价和最
真诚的感谢！本人在元旦期间从订票中心订了北京的三亚的
往返机票，准备携全家去三亚过年，回京是1月27日早上的航
班cz6711，到了日期，来到机场准备登机却被机场方告知没
有订票记录，（应该是漏订了），此时拨打订票中心电话无
人应答，心里不免有些着急，本人年近六旬，有三高，这一
着急，身体已略有不适，此时，机场工作人员逯艳秋了解了
全部情况后，细心安慰我们，不要着急，不要担心，会为我
们解决问题的，之后马上将我们的情况电话给相关部门并要
求尽快处理，又跑前跑后，经几番周折，终于为我们办好了
此班飞机的机票，并详细告知注意事项和登机处，就这样，
我们顺利的回到了北京。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内心由着急、焦虑到放松、*复再到感恩、
感动，贵公司的逯艳秋同志给了我们最需要的帮助！她亲和
的微笑，温馨的语言安抚我们的情绪，她采取的方法、给予
的帮助赢得了我们的信任！我们真的很感动，更感谢她。今
特此向逯艳秋同志致以我最衷心的感谢！望贵公司能帮助转
达，并对其予以表扬。

南航有如此心系旅客的员工，公司怎能不前进？！希望今后
南航多些向逯艳秋一样急旅客之所急、想旅客之所想的为人



民服务的优秀员工，企业怎能不发展？！

祝好人一生*安，也祝南方航空蒸蒸日上，兴旺发达，成为蓝
天上最耀眼的明星！

xxx

xxxx年xx月xx日

机场下一步工作计划篇二

21.扎实推进通关模式改革，加快通关速度。根据总局统一部
署，做好《健康申明卡》申报制度改革的各项应对准备工作；
积极试行口岸进出境货物直通式改革方案，全面提高口岸通
关速度。继续完善航空器检疫监管模式试运行工作，做好
《入出境航空器卫生检疫新模式研究》的具体实施工作。

机场下一步工作计划篇三

18.积极做好大通关基地基础设施和检验检疫综合楼的筹建工
作。群策群力，逐步确定综合楼建设的资金、位置和工期等
内容；做好大通关基地“一站式”办公场所的验收工作。统
一制定规划，广泛征求对综合实验楼布局、结构等方面的意
见，并进行论证，进一步细化并落实所需基础设施、仪器设
备及办公设备等，力求建设一个体现形象、管理便利、符合
流程要求、现代化程度高的综合办公大楼。

19.抓紧做好鲜活水产品实验室的筹建工作。完善实验室筹建
方案，开展实验室基础设施建设，力争早日投入使用。

20.做好检疫犬基地建设。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检疫犬基地的立
项、建设工作，使检疫犬工作迈入新的阶段。



机场下一步工作计划篇四

根据北京检验检疫局确定的今年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总体
布局，“围绕一个中心，强化两条主线，突出三项重点”，
结合首都机场检验检疫工作实际，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
服务奥运为宗旨，认真履行口岸把关职能，提高应对突发事
件能力，严防疫病疫情的传入传出，加强大通关建设和口岸
监管工作，不断提高检验检疫的整体水*。为此，20xx年要继
续振奋精神，扎实工作，重点做好以下十个方面的工作：

1．完善工作预案和应急措施，提高有效应对口岸突发事件的
能力。进一步完善口岸应对重大动植物疫病疫情、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处置核辐射和生化恐怖袭击应急处理预案。继续
开展防控重大疫病疫情、外来有害生物、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等应急处置模拟演练，与相关单位形成联动机制，做好
口岸疑似传染病排查和转诊工作。

2.加强对重大疫病疫情的监测和预警。密切关注国内外疫情
动态和上级指示精神，完善对外来有害生物、重大疫病疫情、
媒介生物的监测机制，做好风险分析工作，加强风险预警信
息的上报工作，有效降低行政执法风险，提高检验检疫监管
针对性。开展首都机场实蝇类、蛾类等一、二类植物检疫危
险性虫害的监测工作；按照航空器植物虫害及医学媒介生物
的查验及监测方案，有计划地对航空器植物虫害及医学媒介
生物进行查验及监测工作，并进行统计分析评估。

3.加大口岸查验力度，提高口岸把关能力。继续做好高致病
性禽流感

等重大疫病疫情的防控工作，防止高致病性禽流感季节性反
弹。继续稳妥地做好口岸核和核辐射恐怖材料检测示范点的
相关工作。继续完善和推广“人-机-犬”查验模式，进一步
丰富旅检查验手段。加大对进口食品、化妆品及动植物产品
等敏感商品的口岸查验力度。加强口岸进境活动物的临床检



疫、快速检测和运输监管工作，进一步规范进境动物的检疫
监督管理。加强对特殊航班的检疫监管工作，为新专机楼正
式启用做好准备工作。

4.完善查验机制，提高口岸查验效率。要进一步完善进境货
物包装物实施集中检疫和卫生除害处理的工作机制，完善和
推广卡口式管理的工作模式，提高对入境货物包装物携带外
来生物的检出率。对重点、敏感和易携带有毒有害、疫病疫
情和外来生物的商品及入境航空器，有针对性地进行检疫查
验，提高疫病疫情、有害生物的截获率和检出率。

5.加强机场口岸卫生监督工作。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进
货源头的管理，全面落实口岸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量化分级
管理工作。扩大快速检测方法和快速检测试剂在机场口岸卫
生监督工作中的应用，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卫生监管，
并将机场口岸各相关单位中央空调通风系统的军团菌监测纳
入常态管理。加强对口岸医学媒介的监测工作，提高媒介病
原体的检出率，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处理，严防
鼠疫等媒介传染病的传播。

6.开展生物物种资源出入境查验工作，建立物种资源出入境
查验体系。

备工作，确保各项工作万无一失。结合2007年26项奥运测试
赛涉及的人员及专机检验检疫工作，不断完善奥运会期间的
官员、运动员及旅客等出入境人员的疾病监控工作和旅客携
带物、伴侣动物的检验检疫查验工作的具体方案和应急处理
预案。积极推动制定具有口岸特点的奥运检验检疫工作方案，
建立奥运物资专项报检、建档和统计制度，进一步完善针对
与奥运建设有关的物资、设备和比赛器械、动植物及其产品、
食品等相关货物的口岸检验检疫和查验方案，在严密监管的
前提下简化手续，加快口岸验放速度，确保奥运物资的快速
通关。制定对2008年奥运期间口岸地区的航空垃圾污物、生
活饮用水监管方案。



8.认真做好t3航站楼工程建设进口设备的检验检疫工作。进
一步做好对t3航站楼建设工程相关的进口成套设备及特种车
辆、机载设施设备的检验检疫工作，全力保证工程进度，
为t3航站楼的如期完工和投入使用提供有力保证。

9.继续做好国际航班境外配餐食品、饮料的监测和检测工作，
积极开展对国内航空器的卫生监测工作。在进一步做好外航
境外配餐食品监测工作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开展对国航境外
配餐食品的监测和检测工作，为奥运食品检测工作提供有力
依据。针对部分航空公司航空器存在国内、国际交叉使用，
易导致疾病在国际、国内传播的实际情况，对部分航空器进
行卫生安全专项监测工作，为北京奥组委提供国内航空器卫
生安全的有关参数。

续做好口岸媒介生物本底与外来侵入媒介生物的调查监测工
作，围绕“北京口岸有害生物监测体系的建立”的科技计划
项目，同步启动2007—2008奥运医学媒介生物监测计划，做
好奥运医学媒介生物的本底调查工作，为奥运会媒介生物风
险评估工作提供依据。

11.继续开展检疫犬的训导工作，保证奥运期间检疫现场的工
作需要。完成检疫犬的训导、推广、应用工作，积极开展赠
送检疫犬的复训工作。完成2批20头新检疫犬的采购训练任务，
力争达到80%的训练合格率。尽快完成检疫犬训练教材的编写、
修订工作，始终保持全国领先水*。积极推动开展用检疫犬训
练标准考核全国各口岸检疫犬的工作。开展检疫犬自主繁育
试验工作。

12.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整顿入境旅客通道，改善通
关环境。积极强化与联检单位及驻机场其他单位的沟通，密
切协调配合，建立健全口岸大通关及处理检疫突发个案的联
动机制，保证奥运期间相关人员及物资的快速通关，并为顺
利处理检疫突发个案做好保障工作。加强与机场当局的协调，
改造入境旅客通道体温监测仪等监测设施的安装方式，完善



检验检疫宣传咨询设施建设工作，尽快完成“触摸屏”的开
发研制任务。

13.做好今年26项奥运测试赛的检验检疫准备工作。从人员配
备、卫生监督、货物、航空器及旅客查验方面入手，全方位
做好26项测试赛的检验检疫准备工作，保证测试赛的顺利举
行，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打好基础。

14．做好人力资源调研工作，为t3航站楼启用后的检验检疫
业务需要 做好人力资源准备。

15．积极落实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及设备配备，提出符合要求、
设备一流、满足流程需要的需求计划。

16．制定并完善t3航站楼启用后的各项检验检疫工作流程和
应急预案。

17.做好对t3航站楼、配餐公司的卫生验收工作。

18.积极做好大通关基地基础设施和检验检疫综合楼的筹建工
作。群策群力，逐步确定综合楼建设的资金、位置和工期等
内容；做好大通关基地“一站式”办公场所的验收工作。统
一制定规划，广泛征求对综合实验楼布局、结构等方面的意
见，并进行论证，进一步细化并落实所需基础设施、仪器设
备及办公设备等，力求建设一个体现形象、管理便利、符合
流程要求、现代化程度高的综合办公大楼。

19.抓紧做好鲜活水产品实验室的筹建工作。完善实验室筹建
方案，开展实验室基础设施建设，力争早日投入使用。

20.做好检疫犬基地建设。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检疫犬基地的立
项、建设工作，使检疫犬工作迈入新的阶段。

21.扎实推进通关模式改革，加快通关速度。根据总局统一部



署，做好《健康申明卡》申报制度改革的各项应对准备工作；
积极试行口岸进出境货物直通式改革方案，全面提高口岸通
关速度。继续完善航空器检疫监管模式试运行工作，做好
《入出境航空器卫生检疫新模式研究》的具体实施工作。

机场下一步工作计划篇五

根据北京检验检疫局确定的今年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总体
布局，“围绕一个中心，强化两条主线，突出三项重点”，
结合首都机场检验检疫工作实际。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服务奥运为宗旨，认真履行口岸把
关职能，提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严防疫病疫情的传入传出，
加强大通关建设和口岸监管工作，不断提高检验检疫的整体
水平。为此，20xx年要继续振奋精神，扎实工作，重点做好以
下十个方面的工作：

1．完善工作预案和应急措施，提高有效应对口岸突发事件的
能力。进一步完善口岸应对重大动植物疫病疫情、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处置核辐射和生化恐怖袭击应急处理预案。

继续开展防控重大疫病疫情、外来有害生物、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等应急处置模拟演练，与相关单位形成联动机制，
做好口岸疑似传染病排查和转诊工作。

2.加强对重大疫病疫情的监测和预警。密切关注国内外疫情
动态和上级指示精神，完善对外来有害生物、重大疫病疫情、
媒介生物的监测机制，做好风险分析工作，加强风险预警信
息的上报工作，有效降低行政执法风险，提高检验检疫监管
针对性。

开展首都机场实蝇类、蛾类等一、二类植物检疫危险性虫害
的监测工作；按照航空器植物虫害及医学媒介生物的查验及
监测方案，有计划地对航空器植物虫害及医学媒介生物进行



查验及监测工作，并进行统计分析评估。

3.加大口岸查验力度，提高口岸把关能力。继续做好高致病
性禽流感

等重大疫病疫情的防控工作，防止高致病性禽流感季节性反
弹。继续稳妥地做好口岸核和核辐射恐怖材料检测示范点的
相关工作。继续完善和推广“人-机-犬”查验模式，进一步
丰富旅检查验手段。

加大对进口食品、化妆品及动植物产品等敏感商品的口岸查
验力度。加强口岸进境活动物的临床检疫、快速检测和运输
监管工作，进一步规范进境动物的检疫监督管理。加强对特
殊航班的检疫监管工作，为新专机楼正式启用做好准备工作。

4.完善查验机制，提高口岸查验效率。要进一步完善进境货
物包装物实施集中检疫和卫生除害处理的工作机制，完善和
推广卡口式管理的工作模式，提高对入境货物包装物携带外
来生物的检出率。对重点、敏感和易携带有毒有害、疫病疫
情和外来生物的商品及入境航空器，有针对性地进行检疫查
验，提高疫病疫情、有害生物的截获率和检出率。

5.加强机场口岸卫生监督工作。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进
货源头的管理，全面落实口岸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量化分级
管理工作。扩大快速检测方法和快速检测试剂在机场口岸卫
生监督工作中的应用，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卫生监管，
并将机场口岸各相关单位中央空调通风系统的军团菌监测纳
入常态管理。

加强对口岸医学媒介的.监测工作，提高媒介病原体的检出率，
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处理，严防鼠疫等媒介传染
病的传播。

6.开展生物物种资源出入境查验工作，建立物种资源出入境



查验体系。

7.认真落实奥运检验检疫行动计划，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奥运
期间口岸检验检疫工作流程和应急预案。积极落实《北京奥
运会检验检疫工作合作备忘录》的相关精神，扎实推进奥运
检验检疫行动规划，做好迎奥运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各项
工作万无一失。结合20xx年26项奥运测试赛涉及的人员及专
机检验检疫工作，不断完善奥运会期间的官员、运动员及旅
客等出入境人员的疾病监控工作和旅客携带物、伴侣动物的
检验检疫查验。

积极推动制定具有口岸特点的奥运检验检疫工作方案，建立
奥运物资专项报检、建档和统计制度，进一步完善针对与奥
运建设有关的物资、设备和比赛器械、动植物及其产品、食
品等相关货物的口岸检验检疫和查验方案，在严密监管的前
提下简化手续，加快口岸验放速度，确保奥运物资的快速通
关。制定对2008年奥运期间口岸地区的航空垃圾污物、生活
饮用水监管方案。

8.认真做好t3航站楼工程建设进口设备的检验检疫工作。进
一步做好对t3航站楼建设工程相关的进口成套设备及特种车
辆、机载设施设备的检验检疫工作，全力保证工程进度，
为t3航站楼的如期完工和投入使用提供有力保证。

9.继续做好国际航班境外配餐食品、饮料的监测和检测工作，
积极开展对国内航空器的卫生监测工作。在进一步做好外航
境外配餐食品监测工作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开展对国航境外
配餐食品的监测和检测工作.

为奥运食品检测工作提供有力依据。针对部分航空公司航空
器存在国内、国际交叉使用，易导致疾病在国际、国内传播
的实际情况，对部分航空器进行卫生安全专项监测工作，为
北京奥组委提供国内航空器卫生安全的有关参数。



续做好口岸媒介生物本底与外来侵入媒介生物的调查监测工
作，围绕“北京口岸有害生物监测体系的建立”的科技计划
项目，同步启动20xx—2008奥运医学媒介生物监测计划，做
好奥运医学媒介生物的本底调查工作，为奥运会媒介生物风
险评估工作提供依据。

11.继续开展检疫犬的训导工作，保证奥运期间检疫现场的工
作需要。完成检疫犬的训导、推广、应用工作，积极开展赠
送检疫犬的复训工作。

完成2批20头新检疫犬的采购训练任务，力争达到80%的训练
合格率。尽快完成检疫犬训练教材的编写、修订工作，始终
保持全国领先水平。积极推动开展用检疫犬训练标准考核全
国各口岸检疫犬的工作。开展检疫犬自主繁育试验工作。

12.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整顿入境旅客通道，改善通
关环境。积极强化与联检单位及驻机场其他单位的沟通，密
切协调配合，建立健全口岸大通关及处理检疫突发个案的联
动机制，保证奥运期间相关人员及物资的快速通关，并为顺
利处理检疫突发个案做好保障工作。加强与机场当局的协调，
改造入境旅客通道体温监测仪等监测设施的安装方式，完善
检验检疫宣传咨询设施建设工作，尽快完成“触摸屏”的开
发研制任务。

xx.做好今年26项奥运测试赛的检验检疫准备工作。从人员配
备、卫生监督、货物、航空器及旅客查验方面入手，全方位
做好26项测试赛的检验检疫准备工作，保证测试赛的顺利举
行，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打好基础。

14．做好人力资源调研工作，为t3航站楼启用后的检验检疫
业务需要 做好人力资源准备。

15．积极落实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及设备配备，提出符合要求、
设备一流、满足流程需要的需求计划。



16．制定并完善t3航站楼启用后的各项检验检疫工作流程和
应急预案。

17.做好对t3航站楼、配餐公司的卫生验收工作。

18.积极做好大通关基地基础设施和检验检疫综合楼的筹建工
作。群策群力，逐步确定综合楼建设的资金、位置和工期等
内容；做好大通关基地“一站式”办公场所的验收工作。统
一制定规划，广泛征求对综合实验楼布局、结构等方面的意
见，并进行论证，进一步细化并落实所需基础设施、仪器设
备及办公设备等，力求建设一个体现形象、管理便利、符合
流程要求、现代化程度高的综合办公大楼。

19.抓紧做好鲜活水产品实验室的筹建工作。完善实验室筹建
方案，开展实验室基础设施建设，力争早日投入使用。

20.做好检疫犬基地建设。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检疫犬基地的立
项、建设工作，使检疫犬工作迈入新的阶段。

21.扎实推进通关模式改革，加快通关速度。根据总局统一部
署，做好《健康申明卡》申报制度改革的各项应对准备工作；
积极试行口岸进出境货物直通式改革方案，全面提高口岸通
关速度。继续完善航空器检疫监管模式试运行工作，做好
《入出境航空器卫生检疫新模式研究》的具体实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