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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秋冬季节变化迅速，机体适应能力下降，季节性传染病特别

是流行性感冒、结核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麻疹、风疹、水痘

等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诺如病毒感染易发，国内新冠疫

情多点多发，校园传染病防控和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形势严峻复杂，

易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季节性传染病叠加。为有效预防学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现就做好我校秋冬季节传染病防控和

食品卫生安全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升责任意识，强化组织领导 

传染病防控及食品卫生安全工作事关师生员工的身心健康、

生命安全和学校的教学、科研、生活秩序和稳定。学校传染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全校防控工作，各二级学院、各部门主

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本单位传染病防控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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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责任意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二、强化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落实“四早”措施 

1.早发现。认真落实“晨午晚检”和掌上蔚园 app 每日健康

状况上报。发现师生有如发热、流涕、咽痛、咳嗽、头痛、呕吐、

腹泻等症状，要督促其及时就医。班主任、辅导员、授课老师对

因病缺课、缺勤学生要实行登记并追踪缺勤原因,及时发现、报告

可疑病例。对同一班级、同一宿舍学生短期内出现多例相似症状

的，要及时报告二级学院主要负责人。各单位要安排专人认真落

实和核查学生、教职员工及家属(含离退休人员)、各类托管服务

企业员工、校内房屋租住等各类人员新冠病毒核酸抽检全覆盖工

作，有效发挥监测预警作用。 

2.早报告。任何一名师生员工发现传染病病人或疑似病人及

涉疫情景时均有义务报告。一般要求 2小时内，越快越好。 

3.早隔离。对确诊、疑似病例人员及各类涉疫情景人员根据

传染病防治法的要求采取相应的人员管理措施。 

4.早治疗。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时送市

定点医院或市集中隔离点进行隔离观察、疑似排除或住院治疗。 

三、落细落实防控细节 

（一）加强师生员工预防教育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要通过多种形式向师生员工普及科学防

控知识，重点促进个人卫生习惯的养成，如：到医院、超市等人

员聚集场所及陌生、密闭空间等公共场所要佩戴口罩，看护患者



 

— 3 — 

要戴口罩，并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不要近距离面对面咳嗽、打

喷嚏，用过的纸巾、手帕要妥善处理切勿乱扔；饭前便后必须洗

手，接触病人及呼吸道分泌物后要立即洗手；不吃不洁、腐败变

质、超过保质期、包装有涨包或破损的食品；不购买或进食无证

饮食摊点售卖的食品以及“三无”定型包装食品；不到流动饮食

摊点就餐等，严防“病从口入”；勤晒衣被，注意个人卫生，不喝

生水；避免接触禽类或前往饲养家禽的场所，接触禽类及禽类粪

便需彻底清洗；在新冠肺炎疫情没解除期间非必要不外出，不要

到中高风险地区出差旅游；尽量减少到空气流通不畅的场所长时

间进行活动；对寄宿在校外的学生，更要加强教育，搞好个人卫

生，避免将校外传染病带入学校；多去户外活动，呼吸新鲜空气，

积极开展阳光体育活动，适当增加营养，提高机体免疫力，降低

患病机率及学生有病及时就医等。 

班主任、辅导员、授课老师、校医院医护人员等要教育学生

出现传染病可疑症状或被确诊为传染病后应主动向学校报告、不

隐瞒病情、不带病上课，并坚持规范化治疗。如学生或教职工被

诊断为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应按规定到

市指定医院进行隔离治疗。在治愈或排除传染病前，不得来校上

课或在岗工作。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校团委、校医院等部门结合“世界艾

滋病日”日开展系列宣教活动。强化全球抗击新冠肺炎背景下的

政府、部门、社会、个人“四方责任”教育，携手应对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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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等全球重大传染病挑战。 

（二）加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要加强本部门办公场所的卫生保洁工作。

各二级学院要求学生做好宿舍室内卫生保洁。 

后勤管理与基建处要督查物业服务托管企业加强校园环境卫

生治理，特别是加强卫生死角、厕所卫生和粪便处理，减少病菌

的滋生繁殖。要督查物业服务托管企业认真做好教室、图书馆、

阅览室、自修室、实验实训场所、学生宿舍等公共场所卫生保洁，

根据使用情况，适时开窗通风换气。一般每天开窗换气 3－4 次，

一次 30分钟。要督查物业服务托管企业认真做好公共设施和公共

用具的清洁和消毒工作。 

（三）加强食品和师生饮用水安全管理 

后勤管理与基建处要督查饮食服务托管企业认真落实从业人

员持健康证上岗和工作人员的晨午晚检，患有发热、腹泻及各类

传染病的职工严禁上岗。认真落实食品原材料的采购、索证、进

货查验、台帐记录，切实做好食品贮存、加工、供应、留样、餐

饮具清洗、消毒等操作环节的卫生管理工作，确保关键环节安全

可控。食堂在本地出现禽流感疫病期间，不购买和出售禽类食品。

切实加强校内超市经营食品的安全监管，邀请食品卫生监督和工

商管理部门来校开展食品安全检查。要切实落实师生饮用水供水

设施的清洁、消毒等管理工作，并定期进行水质检测，确保师生

饮用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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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流动人员管理 

安全保卫处要加强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出校园的管理，坚持对

来访人员的健康码、行程码查验及测温检测和出入登记等制度。

严禁住户在校内饲养家禽家畜。后勤管理与基建处要加强校内各

类房屋居住人员、工程施工等各类流动人员的健康状况的掌握。 

（五）强化传染源管理 

校医院要提高传染病的识别能力，做到病人的早发现、疑似

病人的早确诊。加强校内发热病人的筛检、送医、治疗，加强结

核病等秋冬季节常见传染病人的管理。切实做好校内健康观察点

的规范使用与管理，严防疫情扩散。在有新冠肺炎涉疫情景及其

他传染病确诊病例时与二级单位共同开展以学院、系、班级或宿

舍为单位的排查工作，对发现新病例需及时报告和处理。保持与

二级单位的信息畅通。切实加强医疗场所、医疗设施、医疗用品

的的卫生消毒工作。要加强与市疾控部门、医院等机构联系，及

时掌握传染病的流行动态。学校一旦出现聚集性病例，应及时向

校传染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校领导报告。严格按照《医疗废物

管理条例》规定集中移交处理医疗废弃物。校医院积极开展健康

教育讲座、利用报栏、展板及网络等宣教有关传染病的特征、传

染途径、危害、防治等医学知识。 

四、健全工作制度 

各二级单位要建立健全各项传染病管理工作制度，主要包括

疫情报告、晨午检、健康状况“日报告”“零报告”、因病缺勤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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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环境卫生特别是重点公共场所消杀、食品安全管理、师生饮

用水管理、师生健康体检等制度。 

五、加强督查与追责 

学校对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和疫情报告与应急处置等管理措

施进行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措施，对履责尽责

不力造成校园传染病播散的有关人员严格责任追究。  

 

 

滁州学院 

2022 年 9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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