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疫情防控方案解读会议记录(汇总8
篇)

调研方案应该明确调研的范围和深度，避免调研过程中的盲
目性和片面性。下面是一些关于整改措施的范文，希望能给
大家在工作中提供一些启示。

疫情防控方案解读会议记录篇一

为认真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按照xx管
理中心的安排部署，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制定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成立由工区主任担任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任副组长，各科室
负责同志为成员的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工
区办公室，负责疫情防控工作的指挥协调与统计上报。(名单
详见附件1)

(一)做好个人防护，确保我工区职工不感染疫情。

所有职工上班必须戴口罩，上下班勤洗手，工作场所和宿舍
勤通风。休息期间不要外出、不要聚会、不要到人员密集的
场所。保证职工不感染疫情，确保高速公路畅通，就是打赢
这场疫情阻击战的最大贡献。

(二)单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持干净卫生的工作环境。

上班前，办公室组织职工测体温，并做好记录。每天定时对
宿办楼、食堂、卫生间、垃圾桶要定期消毒。外来人员进站
区办事必须测体温，同时做好记录。

(三)设立隔离室，为发热病人隔离观察提供便利。



设置了隔离观察室，若发现发热病人或疑似症状，及时隔离。
工区职工体温超过37.3℃时，要及时隔离、就医或与当地卫
生防疫部门联系。

(四)认真做好人员排查，严防疫情传播。

(五)认真做好值班值守工作，落实信息报送制度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带班制度。严格落实“日报
告零报告”制度，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准时上报信息，做到不
迟报、不漏报、不瞒报。

(六)购足防护用品，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目前，口罩、消毒液已成为紧俏物品，集中大量采购比较困
难，办公室购买了体温计、一次性医用口罩及消毒用品发放，
并建立严格领用签字制度。

(七)加强信息沟通，做好联防联控。

加强与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和卫生防疫部门加强沟通，支持
上述部门在门口设立检测点，配合做好发热病人的救治和隔
离观察。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所有职工要充分认识做好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
认真落实中心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明确责任分工，狠抓工作
落实。

(二)履行职责，形成合力。各科室负责人要按照工作任务和
措施，切实履行职责，强化部门协作，及时沟通信息，形成
疫情防控工作合力。

(三)加强值班，正确引导。加强值班值守工作，严格执行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带班制度，严格落实疫情报告制度。

成员：各科室负责人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工区办公室，负责疫情防控工作的指挥
协调与统计上报。

疫情防控方案解读会议记录篇二

为进一步抓紧抓实抓细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巩固疫情持续
向好形势，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前提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
发的《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结合本次会议的实际情况特制定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具体如下：

（一）参会人员健康管理

2、存在以下情形的人员，不得参会：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和尚在隔离观察期的密切接触者；近14天有发
热、咳嗽等症状未痊愈的，未排除传染病及身体不适者；14
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等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和接触史的；居
住社区21天内发生疫情的。

3、符合参会条件的人员，从x月x日开始连续开展14天自我健
康监测。每天采取自查自报方式进行健康监测，早、晚各进
行1次体温测量。一旦发现发热、乏力、咳嗽、咽痛、打喷嚏、
腹泻、呕吐、黄疸、皮疹、结膜充血等疑似症状，应尽快就
诊排查，未排除疑似传染病及身体不适者不得参会。

4、会议期间，参会人员一旦发现发热、乏力、咳嗽、咽痛、



打喷嚏、腹泻、呕吐、黄疸、皮疹、结膜充血等疑似症状，
应及时向会议活动应急处置留观点负责人xx报告，并尽快就
诊排查，未排除疑似传染病及身体不适者不得参会。

（二）民航健康申报为配合疫情防控，您乘坐飞机需要填写
旅客健康信息申报。

目的地为：xx（三）关注“中国政务服务平台”小程序报到前
取得防疫信息码绿码，健康码为绿码的人员方可参会。健康
码为黄码或红码的人员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不得参会。

（四）进馆流程（以下环节出现黄码和红码人员、体温超
过37.3人员不得入场）

（五）其他相关管理规定

a）所有参会人员需签署“健康声明书”（附件1），请打印签
字后随身携带。会议代表及参展商凭“健康声明书”进行现
场报到领取会议资料；团队注册凭全体团队成员的“健康声
明书”报到领取会议资料；搭建商凭“健康声明书”办理施
工证。

b）所有参会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参会代表、参展商、
搭建商、工作人员等）全部施行胸卡实名制，不得传递/冒用
他人胸卡或其它会议相关证件。一经发现，没收胸卡/证件，
取消入场资格，后果自负。

c）会议期间，在会场及展厅内，所有人员需佩戴胸卡，无胸
卡者不得在会议场所内逗留。

d）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以上规定严格执行，毫不姑息，
敬请配合。



疫情防控方案解读会议记录篇三

为认真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按照xx管
理中心的安排部署，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制定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一、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由工区主任担任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任副组长，各科室
负责同志为成员的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工
区办公室，负责疫情防控工作的指挥协调与统计上报。(名单
详见附件1)

二、防控工作措施

(一)做好个人防护，确保我工区职工不感染疫情。

所有职工上班必须戴口罩，上下班勤洗手，工作场所和宿舍
勤通风。休息期间不要外出、不要聚会、不要到人员密集的
场所。保证职工不感染疫情，确保高速公路畅通，就是打赢
这场疫情阻击战的最大贡献。

(二)单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持干净卫生的工作环境。

上班前，办公室组织职工测体温，并做好记录。每天定时对
宿办楼、食堂、卫生间、垃圾桶要定期消毒。外来人员进站
区办事必须测体温，同时做好记录。

(三)设立隔离室，为发热病人隔离观察提供便利。

设置了隔离观察室，若发现发热病人或疑似症状，及时隔离。
工区职工体温超过37.3℃时，要及时隔离、就医或与当地卫
生防疫部门联系。



(四)认真做好人员排查，严防疫情传播。

(五)认真做好值班值守工作，落实信息报送制度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带班制度。严格落实“日报
告零报告”制度，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准时上报信息，做到不
迟报、不漏报、不瞒报。

(六)购足防护用品，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目前，口罩、消毒液已成为紧俏物品，集中大量采购比较困
难，办公室购买了体温计、一次性医用口罩及消毒用品发放，
并建立严格领用签字制度。

(七)加强信息沟通，做好联防联控。

加强与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和卫生防疫部门加强沟通，支持
上述部门在门口设立检测点，配合做好发热病人的救治和隔
离观察。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所有职工要充分认识做好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
认真落实中心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明确责任分工，狠抓工作
落实。

(二)履行职责，形成合力。各科室负责人要按照工作任务和
措施，切实履行职责，强化部门协作，及时沟通信息，形成
疫情防控工作合力。

(三)加强值班，正确引导。加强值班值守工作，严格执行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带班制度，严格落实疫情报告制度。

成员：各科室负责人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工区办公室，负责疫情防控工作的指挥
协调与统计上报。

疫情防控方案解读会议记录篇四

年会会议活动疫情防控工作方案预案（范例）年会会议活动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预案（范本）为做好年xxx公司年会期间疫
情防控工作，依照党中央关于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
分区施策的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印发的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要求，确保年会安全.有序.圆满举
行，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应急处置有机结合，严格落实“四方
责任”，抓实抓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和“人”“物”同
防各项防控措施，严防新冠肺炎疫情输入和散发病例传播扩
散，确保不出现规模性输入和聚集性疫情，确保参会人员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二.组织领导

1.工作组承担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做好疫情监管.检测和后续
处置工作，指定专人组织实施本次活动的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负责对参加年会人员实施健康告知。告知内容包括来前做好
自我健康状况监测，无发热.咳嗽.乏力.腹泻等症状方可来参
加年会。来前在当地做好个人健康申报，并生成健康码。来
后主动向组织方报告，主动出示健康码，非绿码者不得进入
年会会场。

负责收集.审核所有参加年会人员的健康申报和健康码信息，



并分类登记。记录完成后将信息提交至相关部门。

负责组织并培训相应工作人员实施体温检测.实名验证.门禁
管理.安全检查.秩序维护.巡视.督查等疫情防控工作，组织
实施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工作。

负责按防控防疫要求合理规划会议布局.功能区设置.合理制
定人员活动路线及流量进出管控措施。

负责督查酒店进行年会活动期间的场地消杀工作。

7.防疫专干xxx负责对参会人员发热等突发事件进行快速处置。

负责防疫物资的采购和准备工作。

三.年会期间防控措施

1.人数必控

年会会场会场可容纳500人开会使用，鉴于疫情防控，年会参
会者控制在200人以内，一是在源头上控制报名人数，二是要
控制进入会场人数。

2.身份必问

不接受疫情中高风险区域的人员报名。从年会报名开始，对
参加年会的人员严格核实身份，不接受来自疫情防控中高风
险地区的人员报名，在源头上确保年会环境的安全。需核实
身份的人员包括参加年会的人员.年会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
及会进入年会会场的所有人员。同时，在疫情防控行程卡等
大数据支撑下，对所有参加年会人员严格查验健康码，持绿
码者才容许进入年会会场。

3.信息必录



所有参加年会的人员必须登记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进
入会场时对其14天行程码进行拍照留存，确保所有参加年会
人员可以追踪溯源。

四.防疫管控及突发情况处置

1.口罩必戴

所有进入会场人员必须佩戴防疫口罩。未佩戴口罩的人员，
由工作组在年会会场门口现场提供独立包装的单个防疫口罩。

2.体温必测

所有上午和下午进入年会会场人员必须经过工作组的体温测
量，低于37.3才能进入年会会场。体温超过37.3的协助就医，
按照深圳市防疫办法执行。

3.消毒必做

对就餐区。过道、走廊。公共卫生间等公共区域，安排专人
负责，严格执行每天消毒。工作组将对大堂及年会会场。餐
厅的消毒情况进行督查。

工作组将在年会会场会场门前对所有进入者使用免洗酒精消
毒凝胶进行消毒，不配合者不予进入会场。敬请各位参会者
理解和支持。所有现场人员自觉做好自身防护和相应的消毒
措施。

44.突发情况处置

组织方和酒店方与卫健委保持紧密沟通，组织方与深圳机场
定期联系.积极了解深圳市疫情政策和相关疫情防控信息。

会会场设置工作组，若发现发热人员以及其他突发情况，将
立即报告卫生监管部门，按深圳市防疫办法要求协助现场处



理。

五.联防联控机制

根据“依靠科学、依法防治、群防群控、密切配合、果断处
置”的疫情防控总要求，以及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谁
举办、谁负责、谁组织、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建立
“活动组织方法”“承办酒店”“年会参加人员”疫情联防
联控机制。

活动组织方为本次活动疫情防控责任主体单位；场地方为本
次活动疫情防控属地管理责任单位；本次年会参加人员履行
本次活动相应联防联控职责。

六.现场环境管理

1.年会期间，监督酒店方对场地进行消杀，并加强通风换气，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2.年会场地内人员严禁吸烟。

3.工作组安排工作人员实施秩序维护.巡视等疫情防控工作。

七.防疫宣传培训

1.线上线下公告年会具体时间.活动安排.会议须知.疫情防控
注意事项等内容，确保所有进入场地人员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2.酒店方在场地入口.过道.洗手间.餐饮区.展台.洽谈区.主
要通道醒目位置张贴提示牌.地贴等进行引导提示。年会期间
通过现场服务生引导进行防疫宣传和提示。

3.组织方和酒店方对内部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内容包括健康
申报和健康监测.年会出入通道.用餐安排的工作安排。



八.防疫物资配备（清单附后表）

1.工作组准备500个防疫口罩；

2.免洗酒精消毒凝胶10瓶。

3.测温仪两支。

4.四件防疫服。

5.四件防护罩。

6.四双防疫手套。xxxxx公司12021年年11月月222日

疫情防控方案解读会议记录篇五

众志成城，攻坚克难!做好防护人人有责!

为提高xxx建筑工地预防和控制传染病能力，减轻、消除传染
病的危害，保障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施工
现场正常的施工秩序，特制定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方案。

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措施为指导，贯彻执行“预防为先、分
级控制、分层管理、及时处置”的工作原则，力求务实、高
效、科学、有序地预防和控制新型冠状病毒，做好建筑施工
现场防控传染病紧急情况的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
和影响，有效、切实维护生命安全和秩序稳定。

1、宣传和普及传染病防控知识，提高广大施工人员的自我保
护意识。

2、完善传染病报告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
治疗。



3、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及时采取措施，确保传染
病不在xxx建筑工地蔓延。

4、加强环境卫生整治，动员全体施工人员集中整治环境卫生，
消除发病诱因和隐患。对员工宿舍进行大扫除，及时清理脏
乱差和卫生死角。

5、每日进行施工人员身体病况排查，一旦发现发热等疑似症
状的人员，立即送往医院诊治，及时对员工所在寝室所用物
品进行彻底消毒，发现疫情立即向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报
告。

6、严格控制新入场人员，进行登记备案，并对外地进陕人员
进行健康监测，发现可疑病例，及时送往定点医院，严禁在
工地留宿。

1、预防为主、常抓不懈。宣传普及传染病防控知识，提高全
体工人的防护意识，加强日常监测，发现病例及时采取有效
的预防控制措施，迅速切断传播途径，控制疫情的传播和蔓
延。

2、规范管理、统一领导。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传
染病突发事件的预防、疫情报告、控制和救治工作实行依法
管理。成立预防传染病工作领导小组，协调与落实建筑工地
对传染病的防控工作。

3、快速反应、运转高效。建立预警和医疗救治快速反应机制，
增强应急处理能力。按照“四早”要求，保证发现、报告、
隔离、治疗等环节紧密衔接，一旦发现疫情，快速反应，及
时准确处置。

成立建筑工地防疫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挥、协调与
落实传染病的防控工作。



防控工作小组：

组长：xxx

副组长：xxx

成员及分工：

(1)宣传与教育：

督促建筑工地制作、张贴防护宣传条幅标语，宣传和普及疫
情防控知识，提高广大施工人员自我保护意识。项目部落实
专人对上级主管部门有关防控传染病的文件、通知、疫情通
报等信息及防控传染病的知识向现场所有人员进行宣传教育、
充分利用现场黑板报、宣传栏、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介，对
职工进行宣传、同时做好原始记录。项目部每天公布疫情检
查情况，有无新来外省务工人员，有无体温过高人员。

(2)消毒与检查：

人员登记管理：对春节复工新进场人员，项目部要做好花名
册，记录所有人员节日期间所在地、返岗时间、是否与xx人
员接触、是否有发热症状等。外省回来人员按防疫指挥部统
一要求隔离、留观。加强门卫管理，尽量限制人员在一个出
入口通行，集中管理排查。每天对进场人员进行排查登记，
登记人员姓名、工种、进场时间、进场测温温度等。

消毒测温管理：每天按照说明书，使用84消毒液、酒精等，
对生活区、办公区、生产区、食堂、卫生间、垃圾堆场(桶)
开展两次以上的消毒工作并记录;对出入人员严格登记、测量
体温，发现异常立即进行隔离并上报高新区防疫指挥部;对进
出车辆严格登记并进行喷洒消毒，外省入陕车辆严禁驶入工
地内部。



(3)联络与上报：

疑似病例。有以下三项临床表现，并具有任何一项流行病学
史的患者：

1、临床表现：发热;

2、流行病学史：发病前14天内有xx市旅行史或居住史;

3、发病前14天内曾接触过来自xx的发热伴有呼吸道症状的患
者;有聚集性发病或与确诊病例有流行病学关联。

在第一时间内向上级主管部门及辖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告。

辖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电话：

辖区交通和住房建设局：

辖区定点医疗机构：

辖区人民医院：

辖区中医院：

(4)物资储备

对于药品、防护用品、消毒用品储备数量是否满足日常所需，
并提供储备清单及每日消耗清单。(如：口罩、感温仪、防护
服、护目镜、消毒液、雨衣等)

1、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组织人员进行卫生大扫除、印发宣传
资料及宣传传染病的防控知识。

2、加强疾病检查工作。



每天由施工班组长做好工人的检查，突出以班组为单位的询
问制，通过一摸、二看、三问、四查的方式，细致地观察每
一个工人的情绪与身体状况，有可疑病症，立即上报项目部。

3、保持寝室空气流通。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畅通。

4、做好防范措施，每个寝室配备体温计，84消毒液，口罩等
物品。

5、加强工人个人卫生教育。教育工人饭前便后以及班后一定
要洗手，注意个人卫生，使用肥皂和流动水洗手，不喝生水。

6、启动应急预案。如发现工人发热特别是伴有咳嗽、咽喉疼
痛等，迅速隔离，立即带到正规卫生院就诊。

7、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完善传染病报告，做到早发现、
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当工地出现“传染病”疫情预警时，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方案，
在第一时间采取如下措施：

1、在第一时间内向上级主管部门及辖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告。

2、对一般发热等病人的处理：

(1)出现发热咳嗽咽痛等症状，应及时就医，不得带病上班。
发热病人退热两天后，且无反复，项目部应对其隔离14天无
异常，才能回岗。

(2)在规定时间内向上级主管部门及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报
告发热人数，并对病人作跟踪了解。

3、对可疑病例的处理

(1)发热病人经医院认为有传染病疑似病例嫌疑的，工地要立



即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及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对在工地发
现的病人，要在第一时间进行隔离观察并报告指挥部医疗救
治组诊治。

(2)工地要对可疑病人所在寝室或活动场所进行彻底消毒;对
与可疑病人密切接触的人员进行隔离观察。

(3)可疑病人在医院接受治疗时，禁止任何人员前往探望。

(4)工地应根据可疑病人活动的范围，在相应的范围内调整施
工计划和安排。

4、对传染病人的处理

若“疑似病人”被医院正式确诊为传染病患者，工地要立即
向上级报告，并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迅速控制传染源，切断
传染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具体要求是：

(1)封锁疫点。立即封锁患者所在寝室及班组，等待卫生部门
和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处理意见。

(2)疫点消毒。对工地所有场所进行彻底消毒，消毒必须严格
按标准操作，消毒结束后进行通风换气。

(3)疫情调查。工地应配合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进行流行病
学调查。对传染病人到过的场所、接触过的人员，进行随访，
并采取必要的隔离观察措施。

5、根据相关规定，出现因疫情原因需要部分或全部停工，按
上级主管部门及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最新决定执行。

建筑工地适当安排经费用于传染病疫情的宣传及防控工作，
确保处理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实行责任追究制。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具体负



责，各班组长直接负责，其余人员一岗双责。全体管理人员
必须把疫情的防控工作作为重要工作来抓，站在讲政治的高
度，以对工人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做好传染病防控工作，
层层落实责任，做到防患于未然。对因工作不力、不负责任、
措施不当造成工地传染病疫情扩散传播或对施工人员健康造
成严重后果的，将按上级有关规定实行责任倒查，并追究相
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疫情防控方案解读会议记录篇六

为进一步抓紧抓实抓细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巩固疫情持续
向好形势，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前提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
发的《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结合本次会议的实际情况特制定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具体如下：

(一)参会人员健康管理

2、存在以下情形的人员，不得参会：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和尚在隔离观察期的密切接触者;近14天有发热、
咳嗽等症状未痊愈的，未排除传染病及身体不适者;14天内有
国内中高风险等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和接触史的;居住社区21
天内发生疫情的。

3、符合参会条件的人员，从x月x日开始连续开展14天自我健
康监测。每天采取自查自报方式进行健康监测，早、晚各进
行1次体温测量。一旦发现发热、乏力、咳嗽、咽痛、打喷嚏、
腹泻、呕吐、黄疸、皮疹、结膜充血等疑似症状，应尽快就
诊排查，未排除疑似传染病及身体不适者不得参会。



4、会议期间，参会人员一旦发现发热、乏力、咳嗽、咽痛、
打喷嚏、腹泻、呕吐、黄疸、皮疹、结膜充血等疑似症状，
应及时向会议活动应急处置留观点负责人xx报告，并尽快就
诊排查，未排除疑似传染病及身体不适者不得参会。

(二)民航健康申报

为配合疫情防控，您乘坐飞机需要填写旅客健康信息申报。

目的地为：xx

(三)关注“中国政务服务平台”小程序报到前取得防疫信息
码绿码，健康码为绿码的人员方可参会。健康码为黄码或红
码的人员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不得参会。

(四)进馆流程(以下环节出现黄码和红码人员、体温超过37.3
人员不得入场)

(五)其他相关管理规定

a)所有参会人员需签署“健康声明书”(附件1)，请打印签字
后随身携带。会议代表及参展商凭“健康声明书”进行现场
报到领取会议资料;团队注册凭全体团队成员的“健康声明
书”报到领取会议资料;搭建商凭“健康声明书”办理施工证。

b)所有参会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参会代表、参展商、搭
建商、工作人员等)全部施行胸卡实名制，不得传递/冒用他
人胸卡或其它会议相关证件。一经发现，没收胸卡/证件，取
消入场资格，后果自负。

c)会议期间，在会场及展厅内，所有人员需佩戴胸卡，无胸
卡者不得在会议场所内逗留。

d)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以上规定严格执行，毫不姑息，



敬请配合。

疫情防控方案解读会议记录篇七

1.疫情防控期间，公司办公室加强公司会议室统一调配管理。
2.减少会议数量，特别是现场会议数量，优先采用视频、电
话会议形式。
3.减少参会人员规模，缩短会议时间，座位之间至少间隔1米，
参会人员必须戴口罩，会议时间每超过1小时通风1次。
4.为避免交叉感染，会议只提供矿泉水，不提供茶水杯。参
会人员可自带喝水杯，服务人员30分钟续开水一次。
5.会议结束后，对会议室及设施等实施消毒。
6.现场会议实行审批制度，审批权限如下：
(1)现场参会人员10人以下，由各部门负责人审批。
(2)现场参会人员11-19人，由公司分管领导或公司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审批。
(3)现场参会人员20人以上，由公司主要领导审批。

疫情防控方案解读会议记录篇八

为做好本次会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参会人员及工
作人员身体健康，确保会议顺利召开，根据《浙江省设区
市“两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宁波市“两会”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会前健康申报

会议开始一周前由区“两会”组织组向疫情防控组提供区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工作人员姓名、身份证号码及手机号码
等信息。所有参会人员及工作人员均须在会前通过“北仑
区‘两会’人员健康申报系统”依法如实进行健康申报，健
康申报正常并取得健康码(或甬行码)绿码者方可参加会议和
会议报务工作。经审查，健康申报情况有异常的，由专家根
据卫生健康、公安、大数据管理等部门相关数据进行诊断和



评估，确定其是否可以参会。参与“两会”的酒店工作人员、
租用汽车驾驶员以及其他外聘工作人员会前三天开展一次核
酸检测。

对于自湖北返回的参会人员，参照省疫情防控办〔2020〕78
号文件要求，必须开展必要的核酸和血清学检测，检测结果
为阴性并赋予甬行码(或健康码)绿码的，可以参加会议。会
议工作人员不安排来自湖北返回人员。

(二)会场和宾馆准备

1.“两会”举行前对会场、住宿宾馆、新闻发布中心等相关
场所严格做好通风消毒工作，并配备相关疫情防控物资。

2.会场、住宿宾馆应设置临时隔离场所。临时隔离场所设于
相对独立区域，与会场、住宿区不在同一楼栋或同一楼层，
尽可能保持间隔距离，避免人流交叉。临时隔离场所内配备
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洗手卫生设施、消毒药械，产生的垃
圾按照医疗废物处置。

(一)会场要求

在进入主会场的相关通道外围设置体温检测岗，配置体温自
动检测设备，外围设置医疗岗和卫生防疫岗。会场内座位的
摆放尽量增加间距或隔位坐人。全体会议上，会场主席台座
位原则上保持1米以上设置，大会主席台与会人员不戴口罩。
主席台下座位隔位而坐、前后排错位而坐，参会人员需佩戴
口罩，休会期间尽量避免长时间交谈，近距离接触时也应佩
戴口罩。所有工作人员在会议服务期间均需佩戴口罩。如会
场容量有限，可将参会人员分散安排在几个分会场，与主会
场间以视频方式进行连接，尽可能减少人员聚集。实行分时
分批组织参会人员进场退场，所有人员进入会场时实行“亮
码+测温”，体温正常且持健康码(或甬行码)绿码的方可进入。
会场应加强开窗通风换气，必要时通过机械方式加强通风。



(二)住宿要求

参会人员和工作人员实行会场、宾馆“两点一线”管理。会
务组提供健康包(包括口罩、免洗手消液、体温计、连花清瘟
胶囊等)。参会人员住宿一人一间，宾馆实行封闭式管理，原
则上不接待其他社会人员，参会人员除参加会议活动外，原
则上不外出，确需外出的由团组负责人同意后凭请假单出入
驻地宾馆。进入宾馆实行“亮码+测温”，体温正常且甬行
码(或健康码)绿码者方可进入。宾馆内的工作人员，除工作
需要外，原则上不得外出。

(三)就餐要求

就餐实行分餐制，由宾馆服务人员配送至参会人员房间就餐。

(四)车辆保障

每日接送的车辆、司乘人员固定，所有人员全程戴好口罩，
尽量开窗通风，一般不开空调。小型车辆一次仅坐2人(不含
驾驶员)，大型车辆隔位坐人，实行实名登记乘车。车辆配备
免洗手消液。每日开展一次预防性消毒。

(五)健康监测

参会人员及工作人员在会议期间每日主动报告健康状况，每
天上午8：00前通过“北仑区‘两会’人员健康申报系统”每
日健康打卡。全体会议时，参会人员离开宾馆上车前，各团
组负责在驻地宾馆提前做好“查码+测温”工作，体温正常且
持健康码(或甬行码)绿码的方可参会，对于离开驻地宾馆的
代表或委员，由各团组负责落实查码和测温工作。

(六)通风与消毒

加强会场和宾馆的日常通风消毒，尤其是电梯间、电梯按钮、



自动扶梯扶手、卫生间、公共休息区等重点部位的消毒工作。
不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首选自然通风。

如在会场、宾馆发现健康异常人员，迅速转送至临时隔离场
所，立即报告驻点医务人员，并开展医学排查、流行病学调
查、采样检测、疫情处置等工作(发热人员处置流程详见附
件6)。

区“两会”疫情防控组下设现场指挥部，由柯爱国、胡峰印
任指挥长，下设分综合协调组、现场保障组、物资保障组、
技术指导与应急处置组(详见附件3、4)，负责组织协调
区“两会”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的重点人员、重点场
所、重点部位的风险监测、物资保障、技术指导、应急处置
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