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幼儿园维稳工作 幼儿园传染病疫情
报告制度及流程(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维稳工作篇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国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
病疫情监测报告管理办法》、《职业病危害事故调查处理办
法》等制定本规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遵循依法报告、统一规
范、属地管理、准确及时、分级分类的原则。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
报告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根据《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预案》要求，组织人员对本规范规定报告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进行核实、确认和分级。具体分级标准详见《国家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指定专门机构负责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系统的技术管理，网络系统维护，网络人
员的指导、培训。

（三）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业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
监督机构或其他专业防治机构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各类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的业务管理工作、网络直报和审核工作，
定期汇总、分析辖区内相关领域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
信息。

（四）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负责报告发现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相关信息。

（五）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职业病预防控制机构、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或其他专业防治机构接受公众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举报、咨询和监督，负责收集、核实、分
析辖区内来源于其他渠道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范围，包括可能构成或已发
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其报告标准不完全等同于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判定标准。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确认、分级由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一）传染病

1、鼠疫：发现1 例及以上鼠疫病例。

2、霍乱：发现1 例及以上霍乱病例。

3、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发现1 例及以上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病例病人或疑似病人。

4、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发现1 例及以上人感染高致病
性禽流感病例。

5、炭疽：发生1 例及以上肺炭疽病例；或1 周内，同一学
校、幼儿园、自然村寨、社区、建筑工地等集体单位发生3 
例及以上皮肤炭疽或肠炭疽病例；或1 例及以上职业性炭疽
病例。



6、甲肝/戊肝：1 周内，同一学校、幼儿园、自然村寨、社
区、

建筑工地等集体单位发生5 例及以上甲肝/戊肝病例。

7、伤寒（副伤寒）：1 周内，同一学校、幼儿园、自然村
寨、社区、建筑工地等集体单位发生5 例及以上伤寒（副伤
寒）病例，或出现2 例及以上死亡。

8、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3 天内，同一学校、幼儿园、
自然村寨、社区、建筑工地等集体单位发生10 例及以上细
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病例，或出现2 例及以上死亡。

9、麻疹：1 周内，同一学校、幼儿园、自然村寨、社区、
建筑工地等集体单位发生10 例及以上麻疹病例。

10、风疹：1 周内，同一学校、幼儿园、自然村寨、社区等
集体单位发生10 例及以上风疹病例。

11、流行性脑脊髓膜炎：3 天内，同一学校、幼儿园、自然
村寨、社区、建筑工地等集体单位发生3 例及以上流脑病例，
或者有2 例及以上死亡。

12、登革热：1 周内，一个县（市、区）发生5 例及以上
登革热病例；或首次发现病例。

13、流行性出血热：1 周内，同一自然村寨、社区、建筑工
地、学校等集体单位发生5 例（高发地区10 例）及以上流
行性出血热病例，或者死亡1 例及以上。

14、钩端螺旋体病：1 周内，同一自然村寨、建筑工地等集
体单位发生5 例及以上钩端螺旋体病病例，或者死亡1 例
及以上。



15、流行性乙型脑炎：1 周内，同一乡镇、街道等发生5 
例及以上乙脑病例，或者死亡1 例及以上。

16、疟疾：以行政村为单位，1 个月内，发现5 例（高发
地区10例）及以上当地感染的病例；或在近3 年内无当地感
染病例报告的乡镇，以行政村为单位，1 个月内发现5 例
及以上当地感染的病例；在恶性疟流行地区，以乡（镇）为
单位，1 个月内发现2 例及以上恶性疟死亡病例；在非恶
性疟流行地区，出现输入性恶性疟继发感染病例。

17、血吸虫病：在未控制地区，以行政村为单位，2 周内发
生急性血吸虫病病例10 例及以上，或在同一感染地点1 周
内连续发生急性血吸虫病病例5 例及以上；在传播控制地区，
以行政村为单位，2周内发生急性血吸虫病5 例及以上，或
在同一感染地点1 周内连续发生急性血吸虫病病例3 例及
以上；在传播阻断地区或非流行区，发现当地感染的病人、
病牛或感染性钉螺。

18、流感：1 周内，在同一学校、幼儿园或其他集体单位发
生30例及以上流感样病例，或5 例及以上因流感样症状住院
病例，或发生1 例及以上流感样病例死亡。

19、流行性腮腺炎：1 周内，同一学校、幼儿园等集体单位
中发生10 例及以上流行性腮腺炎病例。

20、感染性腹泻（除霍乱、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1 
周内，同一学校、幼儿园、自然村寨、社区、建筑工地等集
体单位中发生20 例及以上感染性腹泻病例，或死亡1 例及
以上。

21、猩红热：1 周内，同一学校、幼儿园等集体单位中，发
生10例及以上猩红热病例。

22、水痘：1 周内，同一学校、幼儿园等集体单位中，发



生10 例及以上水痘病例。

23、输血性乙肝、丙肝、hiv：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发生3 
例及以上输血性乙肝、丙肝病例或疑似病例或hiv 感染。

24、新发或再发传染病：发现本县（区）从未发生过的传染
病或发生本县近5 年从未报告的或国家宣布已消灭的传染病。

25、不明原因肺炎：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二）食物中毒：

1、一次食物中毒人数30 人及以上或死亡1 人及以上；

2、学校、幼儿园、建筑工地等集体单位发生食物中毒，一次
中毒人数5 人及以上或死亡1 人及以上。

3、地区性或全国性重要活动期间发生食物中毒，一次中毒人
数5人及以上或死亡1 人及以上。

（三）职业中毒：发生急性职业中毒10 人及以上或者死
亡1 人及以上的。

（四）其他中毒：出现食物中毒、职业中毒以外的急性中毒
病例3 例及以上的事件。

（五）环境因素事件：发生环境因素改变所致的急性病例3 
例及以上。

（六）意外辐射照射事件：出现意外辐射照射人员1 例及以
上。

（七）传染病菌、毒种丢失：发生鼠疫、炭疽、非典、艾滋
病、霍乱、脊灰等菌毒种丢失事件。



（八）预防接种和预防服药群体性不良反应：

1、群体性预防接种反应：一个预防接种单位一次预防接种活
动中出现群体性疑似异常反应；或发生死亡。

2、群体预防性服药反应：一个预防服药点一次预防服药活动
中出现不良反应（或心因性反应）10 例及以上；或死亡1 
例及以上。

（九）医源性感染事件：医源性、实验室和医院感染暴发。

（十）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2 周内，一个医疗机构或同一
自然村寨、社区、建筑工地、学校等集体单位发生有相同临
床症状的不明原因疾病3 例及以上。

（十一）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它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

（一）事件信息

信息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事件名称、事件类别、发生时间、
地点、涉及的地域范围、人数、主要症状与体征、可能的原
因、已经采取的措施、事件的发展趋势、下步工作计划等。
具体内容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卡》。

（二）事件发生、发展、控制过程信息

事件发生、发展、控制过程信息分为初次报告、进程报告、
结案报告。

1、初次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事件名称、初步判定的。事件类别和性质、发
生地点、发生时间、发病人数、死亡人数、主要的临床症状、
可能原因、已采取的措施、报告单位、报告人员及通讯方式



等。

2、进程报告

报告事件的发展与变化、处置进程、事件的诊断和原因或可
能因素，势态评估、控制措施等内容。同时，对初次报告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卡》进行补充和修正。

重大及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至少按日进行进程报告。

3、结案报告

事件结束后，应进行结案信息报告。达到《国家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预案》分级标准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结束后，由
相应级别卫生行政部门组织评估，在确认事件终止后2 周内，
对事件的发生和处理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其原因和影响因素，
并提出今后对类似事件的防范和处置建议。

时报告事态变化情况。

幼儿园维稳工作篇二

2、定期对全校学生的健康情况进行巡查；

3、负责指导全校学生的晨检工作；

5、授受卫生部门对学校疫情登记报告和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
指导。

1、在同一宿舍或同一班级，1天内有3例或者连续3天内有多
个学生（5例以上）患病，并有相似症状（如发热、皮疹、腹
泻、呕吐、黄疸等）或者有共同用餐、饮水史时，学校疫情
报告人应当在24小时内报出相关信息。传染病流行期间，学
校应按照传染病防控领导小组的规定及时上报。



2、当学校发现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学校疫情报告人
应当立即报出相关信息。

3、个别学生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热、呼吸急促或剧烈呕吐、腹
泻等症状时，学校疫情报告人应当在24小时内报出相关信息。

4、学校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或者其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时，学校疫情报告人应当在24小时内报出相关信息。

5、学校发生群体性重大传染病暴发流行、食物中毒事件、

饮用水污染事件、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严重影响师生健康
的事件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不超过2小
时）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卫生院报告。

幼儿园维稳工作篇三

根据市教体局春季开学工作要求，持续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预防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师生和家长了解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预防方法，强化防范意识。开学前全方位改善学校环
境卫生，开学后以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传染病为重点，
加强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预防宣传，提高防控意识，健
全疫情监控与报告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
治疗，坚决杜绝提前开学和开学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在校园发生和蔓延现象发生，保障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防止不必要的恐慌情绪，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和
社会稳定。

建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机构，中心学校成立由校长
负责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挥、组织、协调和部署全镇中
小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
中心学校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各中小学须成立相应
机构，全面负责本校的防控工作。



组长：___校长

副组长：___副校长

成员：各校(园)长

1、做好师生返回观察和追踪工作

外出到疫区的教职工及学生，返回之前必须报学校备案，自
离开疫区到达__后，教师不得与学生亲密接触，教师和学生
均需居家观察14天，如出现可疑症状(发热、咳嗽、咽痛、胸
闷、呼吸困难、乏力、恶心呕吐、腹泻、结膜炎、肌肉酸痛
等)，要主动报告学校或由监护人报告学校，并及时就医，进
入学校之前必须到疫情防控指定医院进行检查合格后方可到
校。

2、开学前全方位改善学校环境卫生。疫情期间对校园实施全
面封闭管理，除值班人员之外任何人不准进入。开学前，各
学校对前期储备物资进行梳理统计，中心学校在开学前一周
将第一批采购一次性医用口罩5500个，n95口罩400个，一次性
乳胶手套1000双，消毒凝胶600瓶，红外线体温计200个，水
银体温计500支，手摇背式喷雾器20个，塑料雨衣100件，消
毒粉50箱，分发到各学校。教师提前3-5天收假，以防控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等传染病为重点，组织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
加大校园环境卫生整治力度，全方位改善学校环境卫生条件，
推进教室、宿舍、食堂、运动场馆、图书馆、厕所等重点区
域和场所环境卫生改善整体行动，做到日常通风换气，保持
室内空气流通，为广大师生创造卫生、整洁、健康、文明的
校园环境。

3、未经市委政府和市教体局批准，各学校不得擅自提前开学，
学生不得提前返校。中心学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对各校园开学准备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督查，各项
准备工作就绪后方可开学。开学后每天开展消毒工作。



4、开学第一天，请当卫生院到校对教职工、学生和家长进行
全面排查，身体无发热、咳嗽、咽痛、胸闷、呼吸困难、乏
力、恶心呕吐、腹泻、结膜炎、肌肉酸痛等症状的教职工、
学生及家长方可进入校园，全体师生必须佩戴口罩。此后，
由卫生部门指导教职工每天进行排查，直至全市疫情全面解
除。

5、坚持晨检、午检和晚检制度，执行零报和日报制度，明确
校园长是疫情报告人，负责传染病的监控与报告工作。班主
任老师每天为学生测量2次体温，做好缺勤、早退、请假记录，
掌握每个学生的出勤和身体健康情况，对体温超过37.3℃或
咳嗽、咽痛、胸闷、呼吸困难、乏力、恶心呕吐、肌肉酸痛
等症状的师生及时隔离，第一时间报告中心学校，再由中心
学校报告市教体局和卫生部门。并配合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密
切接触者的管理和消毒工作。

6、严格执行校园封闭管理制度，严禁外来人员进入校园，因
工作需要必须进入校园的要进行体温测量并登记管理，同时
密切关注与来访人员有密切交往的师生，并做好登记和追踪
工作。

幼儿园维稳工作篇四

幼儿园英语/德语：幼儿园，原名卡纳幼儿园，几百年前从普
鲁士引进。它过去被称为蒙古族托儿所和幼儿园。根据《幼
儿园工作条例》，幼儿园是为3岁以上学龄前儿童提供照料和
教育的机构。幼儿园适龄儿童一般为3至6岁。以下是为大家
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有关规定，
为使学校的传染病疫情报告统一、有序，结合我校实际，制
定学校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

一、建立从各班学生到班主任，到级部主任，到校卫生所，



到学校的传染病疫情发现、登记及报告制度。

二、在疫情发生时，启动学生晨检制度，因病缺勤病因追查
登记制度。发现学生有传染病早期症状如发热、皮疹、腹泻、
呕吐、黄疸等应及时报告校医进行排查，并将结果记录在排
查结果登记日志上。

三、对因病缺勤的学生辅导员应（必要时和家长联系）迅速
了解患病学生情况和可能的病因，让其马上去医院检查治疗，
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报告。

四、学校疫情报告人要依法履行职责，一旦发现传染病人或
疑似传染病病人要按照下列要求向属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
教育主管部门报告。

1、当发现传染病或者疑似传染病时，疫情报告人应立即报出
相关信息。

2、发现个别学生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热呼吸急促、剧烈呕吐、
腹泻等症状时，疫情报告人应在24小时内报出相关信息。

3、学校发现群体性不明原因的疾病或者其它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时，疫情报告人应当在24小时内报出相关信息。

五、发现传染病人或传染病疑似病人时，不得隐瞒、谎报或
缓报，如因疫情报告人玩忽职守造成学校内传染病传播流行，
将被追究责任。

为加强学校传染病疫情管理，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在学
校内的发生与流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
务院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一、为严防传染病疫情在学校内传播流行，各级各类学校设
置学校传染病疫情情报人。



二、学校疫情报告人要依法履行职责，一旦发现传染病病人
或疑似传染病病人，要按照以下要求向发病地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或医疗单位报告。

1、疫情报告人在发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的传染性非
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肺炭疽的病人、病原携
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城镇于2小时内，农村于6小时内，
以最快的通讯方式报告。

2、疫情报告人在发现乙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
染病病人时，城镇于6小时内，农村于12小时内报告。

3、疫情报告人在发现丙类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在24小时内报
告。

三、学校疫情报告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传染病疑似病人时，
不得隐瞒、谎报或缓报。如因疫情报告人玩忽职守造成学校
内传染病传播流行，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及时有效遏制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保障师生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学校和托幼机构
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的要求，特制定我校传染病疫情
报告制度。

主管卫生工作的王海亮老师为我校责任疫情报告人，学校其
他教职员工、学生发现传染病疫情均有义务向责任疫情报告
人和校长提供情况。

2、定期对全校学生的出勤、健康情况进行巡查;

3、负责指导全校学生的晨检工作。

1、在同一班级，1天内有3例或者连续3天内有多个学生(5例
以上)患病，并有相似症状(如发热、皮疹、腹泻、呕吐、黄



疸等)或者有共同用餐、饮水史时，学校疫情报告人应当在24
小时内报出相关信息。

2、当学校发现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学校疫情报告人
应当立即报出相关信息。

3、个别学生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热、呼吸急促或剧烈呕吐、腹
泻等症状时，学校疫情报告人应当在24小时内报出相关信息。

4、学校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或者其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时，学校疫情报告人应当在24小时内报出相关信息。

当出现符合本制度规定的报告情况时，学校疫情报告人应当
以最方便的通讯方式向中心学校疫情报告人及教育局和疾控
部门报告。

学校建立学生晨检、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制度。学校的
老师发现学生有传染病早期症状、疑似传染病病人以及因病
缺勤等情况时，应及时报告给学校疫情报告人。学校疫情报
告人应及时进行排查，并记录排查情况。

1、晨检应由班主任或班级卫生委员对早晨到校的每个学生进
行观察、询问，了解学生出勤、健康状况，并将晨检结果记
录在班务日志上。如发现学生有传染病早期症状(如发热、皮
疹、腹泻、呕吐、黄疸等)以及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
告知学校疫情报告人，学校疫情报告人要进行进一步排查，
以确保做到对传染病病人的早发现、早报告。

2、班主任及科任老师应当密切关注本班学生的出勤情况，对
于因病缺勤的学生，应当了解学生的患病情况和可能的病因，
如有怀疑，要及时报告给学校疫情报告人。学校疫情报告人
接到报告后应及时追查学生的患病情况和可能的病因，以做
到对传染病病人的早发现。



幼儿园维稳工作篇五

幼儿园英语/德语：幼儿园原名kan"er幼儿园，是数百年前从
普鲁士引进的一种制度。它过去被称为蒙古族幼儿园和幼儿
园。根据《幼儿园工作条例》，幼儿园是为3岁以上学龄前儿
童提供照顾和教育的机构。幼儿园适龄儿童一般为3至6岁。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幼儿园是群体集聚的场所，往往是个体传染患者没有得到及
时、有效的控制。因此，执行因病缺勤追查与登记制度，对
于确保校园内的卫生安全，关系重大。根据上级有关要求，
特制订本制度如下：

一、各班班主任对于因病缺勤的幼儿，应当了解幼儿的患病
情况和可能的病因，如有怀疑，要及时通知保健老师，保健
老师接到报告后，应及时追查学生的患病情况和可能的病因，
以做到对传染病病人的早发现。

二、各班班主任负责每天班内因病缺课幼儿人数的统计与登
记，并做好因病缺课幼儿的联系工作，将联系情况报告学校
保健老师，并作进一步的家庭联系。

三、一日活动中发现幼儿有传染病早期症状（如发热、皮疹、
腹泻、呕吐、黄疸等）以及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告
知保健老师，以便进行进一步排查，确保做到对病人的早发
现、早报告，并做好相应的表格填写。

四、告知家长幼儿因病缺课时要事先向班主任汇报请假，说
明病因。

五、班主任和保健老师对边治疗边要求来园的幼儿家长要做
好说服劝止工作，在家中治疗休息，病愈后要查验传染病复
学医学诊断报告或进行观察后才能进班。



1、班主任老师，发现幼儿有传染病早期症状、疑似传染病病
人及因病缺勤等情况时，应及时与幼儿家长联系询问缺勤原
因并及时报告给安全主任。

2、学校安全主任应及时进行排查，并将排查情况记录在幼儿
因病缺勤、传染病早期症状、疑似传染病病人患病及病因排
查结果登记日志上。

3、幼儿每天的.晨午检必须由班主任对早晨到校的每个幼儿
进行观察、询问，了解幼儿出勤、健康状况。班主任应关注
本班幼儿的出勤情况，对于因病缺勤的幼儿，应当了解幼儿
的患病情况和可能的病因，如有怀疑，要及时报告给学校疫
情报告人。

4、在同一班级，一天内有3例或者连续3天内有多个幼儿（5
例以上）患病，并有相似症状（如发热、皮疹、腹泻、呕吐、
黄疸等）或者共同用餐、饮水史时，学校疫情报告人应当
在24小时内报出相关信息。

5、班主任通过电话追踪医院诊断结果并及时报告给安全主任，
再由安全主任记录报告上级。

6、领导小组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园长室，全体成员保持电话24小时畅通，
收到家长反映信息及时上报领导小组，由领导小组及时向上
级领导小组汇报！



为了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检测体系，幼儿园教师应负责
对缺席儿童情况逐一登记，查明缺席原因并进行跟踪观察、
随访，及时发现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确保在第一时间能采
取相应的应急措施。针对家访登记特制定如下制度：

一、家访频率:

对一天不来园的幼儿要进行家访，并有记录。对生病的幼儿
要了解疾病的症状、诊断的结果、发病日期、就诊日期、诊
断日期、就诊医院。

二、家访形式:

1、电话访问或咨询联系等；

2、幼儿家长自行请假等；

3、上门家访关心慰问等；

三、家访登记:

1、对缺席儿童的缺席原因，班级教师应及时、准确地进行记
录、反馈。

2、发生传染病的患儿，保健教师及班级教师必须共同上门进
行家访，宣传防病常识，帮助幼儿早日康复。

3、当班级发生同种病例2例或以上要及时做好《病因排查登
记表》并上报镇中心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