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疫情防控消杀工作汇报(精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疫情防控消杀工作汇报篇一

为规范化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全市重点场所消毒工作，切实保
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市疫情防控处
置工作指挥部安排部署，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协调防
控组于8月27日在市城管局五楼会议室举办玉树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消毒专题培训会，培训会由青海省地方病所副主任医
师病赵元博、青海省地方病所副主任医师何莉霞主讲，四个
街道办、市公安局、市城管局、市卫健局、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市环卫公司、市政公司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培训会上，赵元博、何莉霞老师主要对常用消毒剂的种类、
消毒液配制、预防性消杀流程、消杀部位的选择及防护服的
穿戴方法和注意事项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讲解。现场进行演
示并解答学员的提问，会后参会人员分四组开始了紧张的练
习。

举办此次培训的目的主要是提升疫情防控消毒组工作人员的
消毒工作技能，强化消毒队伍建设，提升消杀质量，提高常
态化疫情防控消毒应急处置能力。通过今天的学习，使我们
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消毒工作的重要性，参会人员要将所学
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去。

各职责单位要继续做好新冠病毒疫情防控预防性消毒督导检
查工作，重点加强对商超、农贸市场、隔离区域外围、垃圾
收集容器、公厕等重点区域的预防性消毒检查。当前，全市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各成员单位一定要履职尽责，落实落细
属地管理责任、行管部门责任，扎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

疫情防控消杀工作汇报篇二

沈丘县公安局12月28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切实保障我县公安机关全体民警、辅警及工作人员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将防范工作落实到实处，县公安局高度重视
疫情防控消杀工作，近日，沈丘县公安局警务保障室委托沈
丘蓝天救援队对局机关大院、出入境管理接待大厅、刑警大
队、交警大队、法制警察大队等单位开展消杀工作。

期间，蓝天救援队的消毒人员对办公场所、大厅、楼道、会
议室、餐厅等重点区域进行消毒、消杀作业，确保消杀工作
全覆盖、零死角、无缝隙。此次消杀工作，为全局民辅警营
造了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有力保障全局各项工作正
常有序地进行。

沈丘县红十字蓝天救援队是一支民间自发组织的义务救援队，
隶属于沈丘县应急管理局，与红十字会战略合作，听从政府
各部门调动安排，时刻准备着。

疫情防控消杀工作汇报篇三

疫情的严峻形势让春节假期非同寻常，不见了往日的人流喧
闹和熙熙攘攘，打开窗子，入耳的是防疫宣传广播，看见的
是仿佛画中的安静楼阁，再向远处望一望，有一群社区疫情
防控人员穿梭在楼宇之间，他们是社区的“守门员”，用爱
与担当筑起小区的安全屏障。

当你打开小区的门，迎面的是一群群忙碌的身影。小区疫情
防控人员在忙着量体温、忙着消毒、忙着发宣传单、忙着办
通行证……他们24小时轮流守护，有时几小时不喝一口水，



泡面就是一顿饭。在东北大地他们是钢铁战士，零下三十度
的天气，冻坏了手脚，冻不坏小区守护者的坚定意志;在严重
疫区他们是越艰险越向前的无畏勇士，用无私奉献保卫人民
安全，用责任与担当践行初心使命。每一个守候为的是防控
不留死角、全力织密社区的防护网，用他们的赤诚之心换小
区居民的在家安心。

当你打开小区的门，看见的是一个个焦急的眼神。防控人员
焦急居民的不听指令、不讲大局，焦急他们的不理解、不珍
惜。小区守护者门急切防护的是每个“门”的安全，他们是
党员、是公务员、是职员、是志愿者，岗位上他们无畏无惧，
坚守“大门”，回到家他们是爸爸、是妈妈、是儿子、是女
儿，是家里的支柱，他们知道保护好每一个“门”，才能保
护好每个家的安全，才能在春暖花开时与家人团聚共享
战“疫”的胜利。

当你打开小区的门，听见的是一声声关心的劝阻。小区防控
人员每天要苦口婆心劝阻居民尽量回到安全堡垒，最大限度
做到疫情不扩散。有的群众听到了劝阻，知道那是爱与守护，
宅在家里不出门添麻烦，有的群众听到了劝阻，却觉得是限
制与枷锁，对防控人员质疑指责，拒不配合。出门不戴口罩、
出门只为遛狗、出门放松心情等等的群众还有很多，他们不
理解出的这道“门”是防控人员日日夜夜、一点一点筑起的
安全“门”，病毒无情人有情，对于无数前线抗“疫”战士
的付出与牺牲，谁还忍心再开那道“门”。

防控疫情，人人有责，小区大门内外的你与我，都要为
战“疫”贡献自己的力量，坚持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把
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
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总结2

自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某某市



某某镇站前社区工作者们义无反顾地走在防控最前沿，早七
晚八挨家挨户登记居民信息、分发疫情宣传单、排查疑似人
员，肩上增添了不少责任，也被赋予了“多重身份”。

作为排查工作的先锋队，一支一次性口罩就是社区工作者和
志愿者的全部装备。从年三十开始整个春节，他们奔走在各
个小区、巷道之间，一次次扣响群众家门：“您好，我是咱
社区工作人员，请您协助我们登记一下您家中现有人口的具
体情况”。作为疫情防控的宣传员，他们一遍遍苦口婆心地
向每位群众反复强调这次疫情防控的严峻性，宣传各项防护
措施。

站前社区共有居民4600户12600人，截止到大年初五完成了地
毯式的摸排任务，共排查出外地来访或者返回人员500余人，
其中来自武汉或者和武汉人员有过接触史的26人。在排查过
程中共发放宣传单2000余份、张贴公告1000余张、悬挂条
幅50余条。

作为社区防疫的卫生员，每天奔走在8个没有物业管理的老旧
小区的19栋楼的96个单元喷洒消毒药水。这时，社区书记满
文明既是“指挥员”又是“勤务员”，因为消毒粉有腐蚀性，
他就亲自动手调配药水，并在战备物资紧缺的时候，想方设
法筹集到多个喷壶，带领社区工作人员全员出动为居民消毒。

在工作中还要做好群众的心理“辅导员”，对于武汉返乡人
员要求隔离14天，为确保被隔离人员隔离安全和身心健康，
社区工作者每天电话或者微信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心理状况，
消除他们被隔离的恐惧感和孤独感，真正做到了“隔离但不
隔心，用关心换来和群众众志成城战胜疫情的信心”。

疫情防控消杀工作汇报篇四

按照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依法科
学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及山东省《餐饮



业分餐制设计实施指南》《餐饮提供者无接触供餐实施指南》
等文件精神和标准要求，为进一步推动我区餐饮业有序复工
复产，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结合我区实
际，特制订本指南。

1.餐饮服务单位主要负责人是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负责建
立健全内部疫情防控体系，制定有效的应对工作方案，明确
应急措施和处置流程。

2.全面采集了解上岗员工假期动态、活动轨迹及是否有发热、
呼吸道感染等症状，并登记汇总。有疫情较重地区生活史、
旅行史以及与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等情况的员工暂不返程返
岗。所有员工不得隐瞒上述信息，并及时报备。

3.做好员工防护知识培训。员工上下班途中正确佩戴口罩，
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建议步行、骑行或驾驶、乘坐私
家车上下班。

4.上岗员工应持有健康证明、村庄（小区）出入证和电子健
康通行码。

5.落实晨午检制度，进入经营场所（工作区域）前，应安排
专人检测体温，体温正常可入内工作，并进行洗手消毒。对
有发热（体温超过37.3℃）、咳嗽等症状的员工，应立即向
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报告（电话附后）并安排就医。

6.员工工作全程佩戴口罩，坚持按照“六步法”严格洗手。

7.摘口罩前后做好手部卫生防护，废弃口罩放入专用垃圾桶
内，每天两次使用75%酒精或含氯消毒剂对垃圾桶进行消毒处
理，使用带盖垃圾桶。

8.制定疫情期间员工档案管理制度，档案记录应包括但不限
于每日出勤人员姓名、身体状况、工作岗位等。



9.餐饮服务单位应在复工前，准备防护物资，包括但不限于：

医用外科口罩、医用消毒水、75%医用酒精、紫外线空气消毒
灯、空调系统专用消毒剂、洗手液、消毒纸巾等防护用品，
配备红外线测温仪等；对营业场所、设备设施、餐具等进行
彻底清洗消毒，清理停业前采购的食材，处理过期、变质食
品原料，并做好销毁记录。

10.营业期间，保持经营场所内部环境整洁，对就餐场所、保
洁设施、人员通道、电梯间、卫生间等场所设施定期进行消
杀通风；就餐场所要做到一餐一消毒，未使用的包间要每天
一消毒。对顾客进出的门口、门把手、走廊、电梯、扶手、
洗手间、厕位等增加消毒频次。

11.使用消毒液体，要严格按照使用方法执行，避免消毒液体
接触到菜品、成品。

12.餐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须洗净、消毒
并存放在密闭保洁柜内，供餐时即时提供，不预先将餐饮具
摆放在餐桌。

13.食品加工制作要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规定。
对冷冻冷藏和保鲜设备进行全面维护保养，保持清洁卫生。
食品原材料坚持覆盖保鲜膜储存，防止交叉污染。

14.经营堂食期间，严格控制人员流量，增大餐桌之间距离，
每桌接待量不高于原有餐位数的50%；包间内每桌减半设置餐
位，最多容纳6人，就餐人员间距不小于1.5米。

15.堂食推行“分餐位上”“分餐公勺”“分餐自取”三种分
餐模式，所有经营方式都应以无接触方式供、取餐品。

（1）分餐位上模式：



即对就餐人员按人员位数逐一上餐的分餐模式。在菜品设计
时按照分餐要求制定菜单、搭配菜品，餐厅后厨设置备餐间
或分餐台，菜品加工完成后由厨师或服务人员在备餐间或分
餐台对所有菜品进行分餐，按位上餐，保证每位就餐人员用
餐用量和餐具的独立性和安全性。适用于各类宴请。

（2）分餐公勺模式：

即利用分餐公勺、公筷、公夹或公叉等工具实现的分餐模式。
菜品制作保持传统加工工艺，上餐时在每道菜品器皿内配备
公勺或公夹，并在餐桌上摆放与顾客餐具显著不同的公筷、
公勺等分餐工具，引导消费者在取餐时使用分餐工具取餐，
保证就餐人员用餐的独立性。适用于大众餐饮消费。

（3）分餐自取模式：

使用独立餐具并由用餐者自取实现的分餐模式。就餐人员在
点餐台点餐，由服务人员按照消费者点餐使用专用餐具或一
次性餐具进行配餐，采取单人单桌，同向就餐，在店内相对
独立的环境下完成用餐。适合于各类快餐经营。

16.提倡进行打包外卖服务，增加外卖窗口，订餐后送餐或自
取餐等方式进行经营。

17.严禁外卖人员带病或隔离期未满提供送餐服务，做好个人
防护，加大配送箱、车消毒频率。

18.不得提供红事、白事等群体性宴席服务。

19.禁止使用中央空调，保持良好通风条件。

20.鼓励餐饮服务单位为顾客提供口罩。

21.对厨余垃圾要加盖、分类及时清理，每日公示消毒情况。



22.选择具有合法经营资质并在疫情期间允许经营的供货商采
购原材料，落实采购各环节索证索票制度并存档记录。

23.杜绝采购、饲养和现场宰杀活禽畜动物。禁止采购不明来
源的食材，严禁经营、储存野生动物或野生动物制品。对肉
及肉制品做好索证索票工作，确保肉类来源可追溯，尤其是
加强对猪肉“两证一报告”的查验，杜绝采购、使用病死、
毒死或死因不明的禽畜动物肉类及肉制品。

24.所有原材料应保持新鲜，加强保鲜、冷冻、冷藏环节的处
理和使用。

25.进店顾客要出示村庄（小区）出入证和电子健康通行码，
接受体温检测，并登记姓名、联系方式等信息。除就餐时间
外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26.禁止有发热（体温超过37.3℃）、咳嗽等症状的顾客进店，
及时向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报告，并劝导其及时到辖区5家设
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市立医院、市妇保院、枣矿集
团枣庄医院、市中区人民医院、市中区妇幼保健院）。

27.鼓励预约订餐、错时取餐，如需候餐，等位区人均间
隔1.5米以上，避免人员聚集。

28.各餐饮服务单位要认真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
各项疫情防控要求，确保人员管理、消杀通风、防控物资储
备等措施落实到位。

29.区市场要履行行业监管责任，督促落实食品从业人员健康
管理制度和场所环境卫生控制要求，消除餐饮安全隐患。证照
（工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不
全的不得经营，不符合规定的禁止营业。

30.各镇街要强化属地管理职责，明确责任人员，采取有力措



施，集中力量服务好各餐饮服务单位疫情防控；协调购买口
罩；对复工有困难的，给予指导帮助；对防控措施落实不到
位的，责令其立即整改，对拒不改正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给
予处罚。

各餐饮服务单位要主动作出承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认真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维护广大消费者和群众百姓的安全健康。
如发现不严格按照本指南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的，一律责令停
业整顿。因工作不力导致疫情发生的，依法依规严厉追究相
关责任人责任。

疫情防控消杀工作汇报篇五

为了打通疫情防控宣传引导工作“最后一公里”，连日来，
西彭镇通过线上线下各类载体，精准宣传让疫情防控信息和
健康知识进门入户、深入人心。

在交通要道、聚居区域、商场超市等醒目处张贴“告市民倡
议书”“致市民的一封信”2万余份，设取阅点向辖区居民发放
《新型冠状病毒社区（村）防控指南》17000份，悬挂疫情防
控横幅500余条，在辖区范围内营造出人人参与、共同抗疫的
浓厚氛围。依托各村（社区）的便民服务“院落群”、“网
格群”、“工作群”等300余个线上平台推送疫情防治信息，
拓宽宣传覆盖面。此外，城管大队、派出所利用巡逻车，各村
（社区）利用便民大喇叭、便携小喇叭开展全方位宣传，确
保防疫宣传入耳入脑入心。

通过铝都西彭、真武宫农业公园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推送
防疫科普知识、部门工作动态、先进人物特写等30篇。挖掘出
“骑着摩托车带着大喇叭巡村的党支书”、“一家三口同上
阵的志愿者”等一大批防疫一线先进典型，《战“疫”中的
一封感谢信 隔离病毒不隔离关爱》、《重庆战疫·行动丨西
彭镇5名大学生志愿者助力社区共克疫情》、《西彭镇干群合
力齐控疫情》等报道在华龙网、重庆日报、九龙报等市区级



媒体刊载，大力传播战“疫”正能量。

除线上和户外的宣传浓厚、传播到位，机关干部、村（社区）
干部、网格员、院落长、志愿者、民警、医务人员以最大的
耐心、热心投入上门走访的疫情排查宣传工作，点对点开展
疫情防控知识宣传。28个村（社区）设立免费饮用点为群众
发放春季呼吸道感染预防性中药，部分村设置“流动健康服
务驿站”，为腿脚不便和居家隔离人员送药上门，贴心服务，
暖心关怀，不断演绎“隔离病毒不隔离爱”的温情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