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校水污染应急预案和措施(通
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学校水污染应急预案和措施篇一

为增强我校饮用水卫生安全工作，进一步提升学校公共卫生
工作水平，切实保障广大师生员工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
提升学校应对饮用水污染突发事件的处理水平，根据《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生活
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学校饮用水卫生管理要求》
的要求，特制定本预案。

通过制定突发饮用水污染事件应急工作预案，建立健全应急
处理机制，有效预防与控制我校饮用水污染突发事件的发生，
切实保障全体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建立和健全学校突发饮水污染事件的.处理组织机构，以便发
生饮水污染事件后能快速即时地处理。我校成立突发饮用水
污染事件的领导小组：

1、总指挥：校长(汪慧)

2、专职报告：安全副校长（朱玉刚）。

事件发现人第一时间向学校安办报告，安办立即启动饮用水
应急预案。专职报告人根据安办调查情况向教体局安全服务
中心和区疾控中心报告事件发生的情况和初步处理情况。



3、救治：医院医生、学校保健教师及相关人员

4、现场保护：安办及相关人员

5、协助调查：校长、安办、总务处、学校饮用水服务公司

学校一旦发生饮用水污染事件，立即启动饮用水污染事件应
急处理机制，具体措施如下；

1、立即停止饮用水的供应。

2、相关人员立即赶到现场，迅速组织人员，积极采取措施。

3、做好第一时间抢救并协助卫生机构救治患者，做好记录并
通知家长。

4、做好其他在校师生，工作人员的安抚工作，各班主任老师
管理好各班的学生，以防止出现混乱的局面。

5、学校专职报告人立即上报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同时报张店
区疾病控制中心。

汇报内容：

(1)报告饮用水污染造成不适的师生人数、症状及第一例发生
时间。

(2)学校责任人和联系电话。

(3)当前状况和紧急处理措施。

(4)报告时间和报告人。

6、安办负责保留水样、装置容器、设备和现场，积极配合相
关部门实行调查并按各部门的要求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和样品。



并在各部门配合下，认真落实卫生行政部门要求采取的其他
措施，把事态控制在最小范围。

7、必要时报告公安、工商部门。

1、切实加强饮用水的日常监测，完善学校净水设备滤芯更换
记录和消毒记录，明确更换和消毒时间、责任人等记录，经
常对饮用水卫生进行自查，尽早发现问题，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

2、加强饮用水卫生健康教育，提高师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2）结合季节性、突发传染病的预防，通过黑板报，宣传橱
窗、广播等宣传途径，大力宣传、普及防治饮用水污染突发
事件的相关知识，提高师生员工的饮用水卫生意识和防治突
发事件的能力。

文档为doc格式

学校水污染应急预案和措施篇二

为了提高我校预防和控制突发学校饮用水污染事件的能力和
水平，指导和规范学校饮用水污染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减轻或者消除突发饮用水污染事件的危害，保障全体师生员
工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校园
稳定，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我校突发学校饮用水卫生事件
应急预案。

（一）普及各类发学校饮用水卫生事件的防治知识，提高广
大师生员工的自我保护意识。

（二）完善突发饮用水污染卫生事件的信息监测报告网络，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三）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及时采取措施，确保
突发饮用水污染卫生事件不在校园内蔓延。

（一）预防为主、常备不懈

宣传普及突发饮用水污染卫生事件防治知识，提高全体师生
员工的防护意识和校园公共卫生水平，加强日常监测饮用水，
做好每年两次水处理设备的检测和检修，发现问题及时采取
有效的预防与控制措施，迅速切断传播途径，控制疫情的传
播和蔓延。

（二）依法管理、统一领导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突发饮用水污染卫生事件的
预防、疫情报告、控制和救治工作实行依法管理；对于违法
行为，依法追究责任。成立学校突发饮用水污染卫生事件防
治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挥、协调与落实学校的突发饮用
水污染卫生事件的防治工作。

（三）快速反应、运转高效

建立预警和医疗救治快速反应机制，强化人力、物力、财力
储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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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快
速反应，及时准确处置。

饮用水污染应急处理领导小组成员及分工

组长：陈宪伟，负责应急处理的指挥协调工作。

副组长：魏万辉、卢晶、闵繁成，负责污染情况的报告工作。

组员：范文波、管德良、闫伟民，负责污染情况的报告和饮
用水的切换工作。



秘书：管德良（兼）

（一）报告制度

校区水源一旦受到污染，由管德良及时向后勤服务处负责人
闵繁成或处长魏万辉汇报。管德良负责向教育局体卫科和卫
生防疫监督所报告。

（二）现场保护和水源处理

保护好水源现场，请二道区卫生防疫监督所及时提取水样。
将污染水源彻底放尽，停止饮用。

（三）指挥协调

应急预案领导小组成员要各施其职，各负其责，指挥校区师
生员工协调作好校区水源污染的应急处理工作。

（一）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学校卫生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学校应经常对食堂、教学环境与饮用水卫生进行自查，尽早
发现问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二）增加学校卫生投入，切实改善学校卫生基础设施和条
件。

（三）采取有效措施，强化学校卫生规范化管理。

加强学校生活饮用水的管理，防止因水污染造成疾病传播。

（四）加强饮用水卫生健康教育，提高师生的防疫抗病能力。

1.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落实好健康教育课，普及饮用水卫
生知识，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卫生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和生活方式。



2.结合季节性、突发传染病的'预防，通过黑板报、宣传橱窗、
广播以及校园网等宣传途径，大力宣传、普及防治饮用水污
染突发事件的相关知识，提高师生员工的饮用水卫生意识和
防治突发事件的能力。

（一）组织机构保障

学校成立突发饮用水污染公共卫生事件领导小组，学校卫生
室，具体负责突发饮用水污染公共卫生事件的日常预防与控
制工作。

（二）人力资源保障

学校按《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的要求配齐卫生技术人员。卫
生技术人员应具备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定期接受卫生部门组
织的突发饮用水污染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知识、技能的培训和
演练，熟悉突发饮用水卫生事件的预防与控制知识，具有处
理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三）财力和物资保障

学校安排必要的经费预算，为突发饮用水卫生事件的防治工
作提供合理而充足的资金保障和物资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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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水污染应急预案和措施篇三

1、幼儿园成立特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小组：由幼儿园主要领
导任组长、副组长、成员由教研组、保育员、食堂负责人等
组成。

组长：



副组长：

组员：

2、处置饮用水突发事件的基本原则

预防为主，以人为本，统一领导，健全制度，依法规范，加
强管理，快速反应，协同应对。

1、幼儿园加强饮用水卫生工作的管理，进一步完善幼儿园饮
用水卫生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有效措施，责任到人。

2、加强饮用水从业人员的管理。按规定做好从业人员的体检，
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教育工作，严禁无健康证人员相关岗
位上岗工作。

3、加强幼儿园饮用水操作程序的日常管理。饮用水卫生管理
员严格把好清洁消毒关，严格按照制度上规定时间进行清洁
消毒并记录；班级保育员在给幼儿准备饮用水时必然达到规
定的温度方可给幼儿饮用，在准备过程中必须严格按制度要
求防范措施，杜绝饮用水被污染。

4、加强师生的教育。教育师生不吃末烧开的水，培养良好的
卫生饮水习惯。

1、信息报告（即时报告在校的最高行政领导）

（1）幼儿园健全安全紧急情况报告制度，严格落实值勤人员，
构建“安全工作绿色通道”，确保安全紧急情况信息报送渠
道畅通。

（2）幼儿园发生饮用水突发事件后，应立即启动本预案，并
及时向幼儿园长报告，如幼儿园负责人不在则迅速向副组长
或组员报告。



（3）在半小时之内以口头形式电话报告给龙华新区卫生监督
所。处置完毕1小时内以书面形式报告。

（4）上报时做到及时、准确、全面、不漏报、不虚报。报告
内容为：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单位、事故的简要情况、
采取的主要措施、目前的状况等。

2、事件处置程序

（1）停止被污染饮用水的供应

拨打“120”，及时将病人送至医院进行治疗，安全救护组要
积极做好饮用水突发事件中涉及的幼儿就医陪护工作。

（2）对被污染饮用水控制处理

保留造成突发事件的饮用水、设备和现场。要负责安慰管理
好幼儿，不使幼儿走散。

（3）协助调查

幼儿园要配合上级卫生部门进行调查，按卫生监管部门的要
求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样品。组长或副组长要做好饮用水突
发事件的.专项登记工作，包括：班级、人数、姓名、发病日
期、主要症状、处理情况等，并积极协上级有关部门做好调
查工作，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做好相关工作。

2、园工作小组根据突发事件导致的原因和医疗诊断，作出初
步事后处理方案。

（1）及时评估分析饮用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基本完成后，
要对事故情况以及对社会政治稳定可能构成的影响进行评估
分析，并全力做好各项善后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2）收集社情动态



幼儿园要做好当事幼儿家长的情绪稳定工作，关注本园师生
动态并加以引导。

3、安抚慰问师生

认真做好安抚慰问工作，做好宣传工作，消除社会恐慌。

4、汇总情况

对处置工作进行总结评估。

在师生饮用水突发事件发生、报告和处理过程中，有关人员
未按规定履行职责、违反操作规程、瞒报或玩忽职守者，幼
儿园将予以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
责任。

学校水污染应急预案和措施篇四

为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学校水污染突发事件，提
高快速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建立健全应急机制，有效保障
师生安全，确保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生活秩序，制定本计划。

本计划以预防为基础，及时控制。坚持预防与应急处置相结
合，立足预防，常抓不懈，防患于未然。

加强安全，注重建设。全面加强法律法规、制度、组织和物
质保障措施。加强资金保障和力量部署方面的硬件和软件建
设，增强工作实力，提高工作效率。

组长：

副组长：

主要职责：建立校长负总责与分管校长具体抓的责任制，并



将责任分解到部门、落实到人；明确信息报告人；具体实施
对水污染事件的紧急应对与处置工作；配合卫生部门对事件
的原因进行调查；及时向上级报告事件的进展与处置情况。

（1）综合协调组；由组长程希印负责全面工作，由刘玉明组
织，监督管理协调部门之间的工作，安排检查现场、调查事
件起因，负责安排善后工作。

（2）应急处理组：由副组长林洪信负责，由罗福军、冯守成
组织，应指挥调集有关人员立即到达规定岗位，调集储备物
资、交通工具等相关设施、设备。以及维护治安，保证正常
秩序。

（4）疫情监测报告组：由副组长鲍国庆、林洪信负责，由罗
福军、雷凤刚刘京军组织，牛国玲负责报告，班主任认真做
好晨检日汇报。

（5）健康教育组：由副组长鲍国庆负责，由罗福军、雷凤刚
组织，迅速向全体师生公布病情感染源及其防护措施，让广
大师生了解情况，安定人心，维护学校稳定，树立战胜传染
病的信念。

1、责任报告单位：朝阳市财经学校

2、报告人：

3、信息报送原则

（1）迅速：应在第一时间内向学校和教育局、卫生行政部门
报告不得延报。

（2）准确：信息内容要客观翔实，不得主观臆断，不得漏报、
瞒报、谎报。



（3）在事件情况发生变化后，原报告单位应及时续报事件有
关变化的情况。

4、应急信息的主要内容

（2）事件发生起因分析、性质判断和影响程度评估；

（3）事发时已采取的措施；

（4）事态发展状态、处置过程和结果；

（5）需要报送的其它事项。

1、明确责任疫情报告人。

2、发现传染病人或疑似传染病人时应当及时向学校、教育局
和卫生行政机构报告。

3、在生产和供水过程中发生水污染事故时，应以最快的通讯
方式报告卫生行政机构，同时采取措施控制污染。污染严重
水质无法改善时应停止供水。

4、水污染事故发生后，卫生监督人员应迅速到达出事现场，
并作为水污染事故现场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立即组织医务人员，
对患者进行抢救和治疗。同时组织有关人员对污染源、污染
环节和供水范围内的人员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学校水污染应急预案和措施篇五

为了保证学校用水安全，切实保护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有
效应急处置学校内可能发生的饮用水安全事故，确保事故处
理工作高效、有序地进行，最大限度地减轻事故造成的损失，
切实保障师生的生命安全，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我校对饮
水安全工作特制订本方案。



组长：宋旭秋

副组长：孙朝阳

组员：

1、做好宣传工作

利用黑板报、宣传栏介绍有关“饮水卫生”的知识。班主任
利用班会课的时间向全校师生进行宣传教育，增强师生
对“饮水卫生”知识的了解。

2、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提高全校师生的卫生饮水习惯和个人卫生素养，以增强自身
的免疫能力和抵抗能力。并基本掌握处理突发事件的方法和
本领，降低受灾的程度和范围。

3、落实班主任工作责任制度

班主任要每天统计本班学生出勤情况，如果班内有学生因饮
水问题发生身体不适，应立即告知应急处理小组，若发生5例
以上由饮水引起的身体不适，学校与疾控中心联系，根据有
关要求做好相应措施。

1、强化督查：在领导小组的具体指导下，由教师带头，以各
项食品卫生制度、饮用水卫生制度落实为重点，对学校饮水
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督查，督查结果以通报形式反馈
到学校。

2、落实职责：校长为学校饮用水安全第一责任人，学校后勤
人员为直接责任人，各教师和从业人员分别在自己的岗位职
责内负责，考核实行学校饮用水安全事故一票否决制。

3、加强业务培训：加强对广大师生特别是从业人员的饮水卫



生知识的宣传教育，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知识讲座等形式，
丰富卫生知识，增强卫生意识，提高自觉性和责任感。

4、添置设备；学校要对照配备标准，落实饮用水安全设施的
配备。

1、报告制度。饮用水安全事故发生后必须及时报告。具体为：
发现少量（5人以下）轻度症状（如腹泻）及时向学校校长报
告，由学校备案；发现较严重饮用水安全事故（指出现严重
中毒症状者或出现相同症状的群体发病5人以上的情况），应
立即向领导小组（组长）报告，由领导小组向上级教育部门
及当地政府报告，同时立即启动学校饮用水安全应急预案。
在事故处理中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定时报告制度。

2、救援措施。一旦发生较严重学校饮用水安全事故，在接到
领导小组指令前，由校长负责救援指挥。立即启动学校应急
预案，按照预备方案，各就各位，组织救援行动。初步摸清
症状，群体发病的还应彻底排查发病人员，并建立动态性名
册，防止遗漏。

3、医疗求援。学校发生较严重饮用水安全事故，应立即向就
近医疗机构（卫生院）发出医疗求援，并拨打“120”医疗抢
救电话。要及时果断将发病人员送到医院抢救。主动向医疗
人员报告发病情况，做好秩序维护等工作。

4、联系家长。学校发生较严重饮用水安全事故，应及时与发
病学生家长取得联系，如实说明发病情况，不盲目猜测。做
好学生家长思想安抚，防止过激行为发生。设立家校联络处，
及时解答家长提出问题，力所能及地为家长做好服务工作。

5、病源保护。学校发生较严重饮用水安全事故后，应立即封
存所有的饮水和饮水设备等，以便及时查找致病原因。

6、人员调度。事故应急处理人员由领导小组组长统一调度，



明确分工，落实职责，听从指挥，确保到位。

7、信息公开。保障广大师生和家长在事故发生和处理过程中
的知情权，及时、准确做好信息公开，并如实向上级部门汇
报，不瞒报、谎报。对一些谣传也要及时澄清，避免不必要
的误解。

1、对导致事故起因的相关责任人和执行人，按情节进行严肃
追究。

2、对事故瞒报、谎报和不及时上报的'行为进行严肃追究。

3、对事故处理中的玩忽职守、推委扯皮等影响应急方案顺利
实施的行为进行严肃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