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堂夏季防暑降温方案(实用9篇)
方案在各个领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
是在组织管理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方案的格式和
要求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小编给大家介绍的方案范文的相
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食堂夏季防暑降温方案篇一

xx沥青装置高温部位众多，因此在极端气温时间段极易造成
人员中暑现象，特别是从事高温作业人员中暑的机率大大增
加。考虑高温作业人员在发生中暑之后，特别是严重中暑的
员工如何进行有效的急救，并及时消除对其它人员所造成的
影响是本预案所考虑的内容。

中暑是由于高温或日晒引起的一种急性人体生理机能失衡现
象。中暑后会出现多汗、头晕、眼花、头痛、全身无力、口
渴、心悸、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胸闷、小腿抽筋、
腹部肌肉痉挛，重则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严重时会突然
晕倒。中暑按程度又可分为先兆中暑、轻度中暑和重度中暑。

2、轻度中暑：主要表现为上述症状加重，体温在38℃以上，
出现面色潮红，皮肤发热，呕吐、眼前发黑甚至昏迷、抽搐
等严重症状；若是在气温炎热的天气里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或大量运动，导致机体极度疲劳，则会出现面色苍白，皮肤
湿冷、心慌、血压下降、眼前发黑甚至昏迷等症状。此时的
病人多因无力支持而难以进行自救，体弱者可能得不到及时
救治而死亡。

3、重度中暑又可分以下四种情况：

1）、中暑高热：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失调，散热困难，体内积
热过多所致。开始有先兆中暑症状，以后出现头痛、不安、



嗜睡、甚至昏迷，面色潮红、皮肤干热、血压下降、呼吸急
促、心率快，体温在40℃以上。

2）、中暑衰竭：由于大量出汗发生水及盐类丢失引起血容量
不足。临床表现为面色苍白、皮肤湿冷、脉搏细弱、血压降
低、呼吸快而浅、神志不清、腋温低、肛温在38.5℃左右。

3）、中暑痉挛：大量出汗后只饮入大量的水，而未补充食盐，
血、钠及氯降低，血、钾亦可降低。患者口渴，尿少，肌肉
痉挛及疼痛，体温正常。

4）、日射病：因过强阳光照射头部，大量紫外线进入颅内，
引起颅内温度升高（可达41-42℃），出现脑及脑膜水肿、充
血。因此会发生剧烈头痛、恶心、呕吐、耳鸣、眼花、烦躁
不安、意识障碍、严重者发生抽搐昏迷，体温可轻度升高。
上述情况有时可以合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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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责



段现廷：负责急救工作指挥

李玉祥：负责急救联络、协调工作，负责急救用车安排。

引导疏散组：负责引导协调，组织事故现场撤离和伤员转移

各应急人员现场急救工作，服从应急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指
挥，车间所属人员都有参加急救抢险的义务。

。

四、应急措施

1、当作业人员出现中暑先兆的症状时，现场人员立即报告车
间，车间立即启动救援预案

2、应急处置小组立即赶往现场要尽快使中暑者离开高温潮湿
的作业场所，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坐下休息，喝些糖盐水或其
他清凉的饮料，在两侧太阳穴擦些清凉油，经过一段时间休
息后一般都可以恢复。

3、医疗救护小组根据中暑人员情况不同采用不同救援措施

用酒精擦身散热，也可将冰块装在塑料袋内，放在病人额头、
颈部、腋下等部位即可，不必给予其他任何降温处理，以免
症状恶化。上述降温时间不宜过长，只要经过处理体湿下降
并保持清醒即可。为避免皮肤很快冷却引起皮下血管收缩，
妨碍体内热量散发，救护人员还应当不时按摩病人的四肢及
躯干，直至皮肤发红，以促使血液循环将体内热量带到体表
散出。

2）、对于已经昏迷不醒（重度中暑）的病人，则可针刺或用
手指甲掐病人的人中穴（位于鼻唇之间中上三分之一处）、
内关穴（位于手腕内侧上方约5厘米处）及合谷穴（即虎口）



等，促使病人苏醒。然后给予足量的清凉饮料、糖盐水，以
补充出汗造成的体液损失。等清醒过来或救护车到现场后应
及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3)、当中暑病人出现呕吐的，应当将其头部偏向一侧，以免
呕吐物呛入气管引起窒息；对于高烧不退或出现痉挛等症状
的病人，在积极进行上述处理的同时，应将其尽快送往医院
抢救。当中暑者出现呼吸或心跳停止时，应根据情况实施人
工呼吸或胸外挤压抢救，或者同时进行两种措施抢救。在医
院救护人员未到达现场之前抢救不能停止。

4）、经抢救清醒后的病人，必须在凉爽、通风处充分安静休
息，并饮用大量糖盐水以补充体液损失，必要时及时送往医
院继续观察治疗。注意此时体内的抗中暑机能仍处于疲劳状
态，切不可再马上回到高温潮湿环境继续工作，否则再次出
现中暑情况病情将更加严重。

5）当120到达现场后将中暑人员移交120救援人员。

4、引导疏散小组做好引导疏散工作，指派专人到公路口引
导120救援人员到达现场。疏散无关人员离开现场。

5、注意事项

出现中暑事故之后，除了按照上述预案内容对中暑人员进行
积极、有效的抢救之外，还需要切实做好对岗位其他作业人
员的思想教育和疏导工作，消除不利影响，采取补救措施，
稳定安全生产，确保生产的顺利进行，避免导致事故扩大。

食堂夏季防暑降温方案篇二

为切实抓好暑期人身安全工作，确保从业人员在暑期高温、
湿热天气的安全与健康，根据上级有关文件，邯郸工务段制
定20xx年暑期防暑降温劳动保护实施方案。



防暑降温工作的具体措施部署。暑期高温、湿热、雷雨天气
较多，对职工作业安全影响较大，是劳动安全风险控制关键
项点，各科室、车间要按照“逐级负责、加强领导、教育先
行、制度保证”和“早计划、早准备、早治理”的原则，提
高认识、落实责任，落实暑期人身安全控制措施，常态开展
安全预警提示、安全检查和防暑知识教育。

加强职工防暑降温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和培训。由职教科牵头，
安全科、劳人科、党委宣传配合，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采
取发放防暑知识资料、制作暑期人身安全宣传栏、手机报防
暑知识宣传等形式，6月15日前组织对作业人员进行一次系统
的防中暑安全健康卫生保护知识和防撞轧伤害、防触电伤害、
防有限空间作业伤害等安全措施与现场应急处置措施方案自
救知识的专题宣传教育和培训考试，确保队伍素质适应、安
全受控，提高职工暑期高温风险防范和安全自保能力。

做好电线路、电气设备隐患排查整治。由安全科牵头，组织
邯郸综合机修车间和其他车间的专（兼）职电工对各类电线
路、电动工具、电源闸箱开关、生活电器、漏电保护器等设
施进行一次全面记名式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要及时
建档登记、制定整治措施、落实责任人和时间要求，立即进
行销号整治。

加强暑期高温劳动生产组织工作。劳人科（劳资）负责，其
他科室配合，由劳人科（劳资）在暑期高温、湿热极端天气
期间下发通知，根据生产作业特点和具体条件，在保证工作
质量的同时，适时调整夏季高温作业劳动和休息制度，减少
高温时段作业，缩短一次连续作业时间，增加休息、减轻劳
动强度，严格控制和避免加班、加点，保证充足的休息，确
保职工精力充沛地投入生产作业，最大限度地减少因高温中
暑造成的职业危害，确保生产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

卡控电化区段人身安全关键。各车间暑期上线作业严格落实



要求，按章作业。一是雨天禁止走道心及枕木头，严禁在接
触网支柱及树下避雨；二是阴雨天气接近线路严禁使用金属
杆雨伞；三是雷雨天气，作业人员严禁靠近接触网支柱、拉
线及接地线，严禁在接触网附近（5米以内）的树下、金属构
件下停留；四是雨天上道巡检设备时，注意线路两侧树木，
当发现树木倾斜或倾倒在线路时，严禁接近危树，防止发生
触电、砸伤等人身伤害事故，并立即上报车站、段安全生产
调度指挥中心，采取相应安全措施；五是轨道车装卸路料作
业，使用的工具不得超过头顶，距离接触网带电部分保持2米
以上安全距离。

同时要求，暑期每月的月度安全分析会（季末安委会），要
分析暑期人身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各车间、班组的月安全分析会要分析人身安全情况。

食堂夏季防暑降温方案篇三

各级工会要充分认识高温天气作业可能对职工身心带来的不
利影响,高度重视夏季劳动保护工作,将防暑降温作为当前的
重点任务,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提早安排部署,推动降暑降温工
作落实到企业,落实到班组,落实到职工.要在各级党委的`领
导下,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联动,在工作部署、信息通
报、专项整治和检查巡查等方面形成合力,统筹推进本地区、
本单位防暑降温工作.

各级工会要认真履行劳动保护监督检查职责,督促用人单位按照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安监总安健〔_〕89号)的有关规
定,落实各项防暑降温措施.充分发挥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
组织网络作用,深入高温作业、露天施工、高空作业、危险品
储运等重点场所,开展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隐患并督
促整改.基层和企业工会要结合夏季安全生产和防暑降温工作
特点,督促用人单位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适当减少高温时段作
业和减轻劳动强度;积极改善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采用良好
的隔热、通风、降温措施,保证工作场所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



准要求;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提供必要的个体防护用品、防
暑降温清凉饮料及必需药品.

各级工会要集中开展“送清凉”等服务职工活动.深入户外作
业集中、农民工集中的用人单位进行走访慰问,了解职工防暑
降温需求,发放防暑降温用品,提供健康咨询、防暑降温知识
培训等服务.依托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站点和社会力量,积极
推动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为建筑、环卫等户外作业者提
供避暑休息场所,使服务职工活动贴近职工实际需要.

各级工会要充分利用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大力宣传防暑降
温法律法规和政策,普及高温防护、中暑急救等职业卫生知识,
帮助广大职工提升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宣传活动要采用职工
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不断扩大影响力,提升活动实效.

食堂夏季防暑降温方案篇四

目前已进入盛夏季节，日照强度高，高温天气持续，为切实
做好夏季施工现场防暑降温工作，保障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
不断地改善劳动条件、防止因高温天气引发的工人中暑和其
他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特制订以下防暑降温方案：

1、认真落实防暑降温责任制。各分工会要认真贯彻落实有关
抓好建筑工地防暑降温工作的一系列要求，要以对一线施工
人员生命和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加强对防暑降温工作
的组织领导，完善、落实责任制，制定应急预案，狠抓防范
措施落实，防止因高温天气引发的工人中暑和各类生产安全
事故。

2、合理安排作息时间。要密切关注有关高温天气的气象预报，
气象学将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35摄氏度定义为“高温日”，
连续5天以上“高温日”称作“持续高温”。严格实行“抓两
头、歇中间”的避高温措施，适当调整夏季高温作业劳动和
休息制度，减轻劳动强度，严格控制室外作业时间，避免高



温时段作业，确保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原则上，气
温超过37℃，严禁11:00至15:00进行室外作业。

3、加强工作中的轮换休息。在夏季根据施工的工艺过程，特
别对时间紧、任务重的项目，尽可能调整劳动组织，采取勤
倒班的方式，缩短一次连续作业时间，加强工作中的轮换休
息。加强现场巡查，加大防暑降温知识和中暑急救知识宣传，
提高全员安全防范意识。

4、保证现场饮水供应充足。现场应供给足够的合乎卫生要求
的饮用水、饮料、茶及各种汤类等，有效地防暑降温，避免
发生中暑事件。

5、落实防暑降温物品。要切实关心在高温天气下坚持施工的
广大一线施工人员，加强对防暑降温知识的宣传，要求施工
人员随身携带防暑药物，如：人丹、清凉油、风油精等，落
实每一位工人的防暑降温物品。降刭m按定标准、规定时间
及时发放到位公司夏季防暑降温通知通知，启示。

7、切实做好卫生防疫工作。要切实做好施工现场及生活区的
卫生防疫工作，加强对饮用水、食品的卫生管理，严格执行
食品卫生制度，加强对食堂人员的管理和监督，避免食品变
质引发中毒事件;加强对夏季易发疾病的监控，现场作业人员
发生法定传染病、食物中毒时，应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8、做好夏季防火防彻干燥，火灾事故易于发生的实际情况，
进一步加强预防火灾措施，对配电房、油料(油漆)仓库等易
燃场所进行定期检查，发现问题立即处理，同时按规定配备
灭火器材。还要注意防范台风、雨季洪水灾害的影响，确保
人员、住房、设备和财产的安全。

食堂夏季防暑降温方案篇五

夏季施工气候炎热，建筑工人普遍在露天和高处作业，劳动



强度大，时间长，随时都有发生中暑事故的.可能。因此，加
强夏季的防暑降温工作是保护职工身体健康，保证完成生产
任务的一项重要措施。

采取综合的措施，切实预防中暑事故的发生，从技术、保健、
组织等多方面去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组织措施

加强防暑降温工作的领导，在入暑以前，制订防暑降温计划
和落实具体措施。

1.1要加强对全体职工防暑降温知识教育，增加自防中暑和工
伤事故的能力。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

1.2应根据本地气温情况，适当调整作息时间，利用早晨、傍
晚气温较低时工作，延长休息时间等办法，减少阳光辐射热，
以防中暑。还可根据施工工艺合理调整劳动组织，缩短一次
性作业时间，增加施工过程中的轮换休息。

1.3贯彻《劳动法》，控制加班加点，加强工人集体宿舍管理；
切实做到劳逸结合，保证工人吃好、睡好、休息好。

2.技术措施

2.1进行技术革新，改革工艺和设备，尽量采用机械化、自动
化，减轻建筑业劳动强度。

2.2在工人较集中的露天作业施工现场中设置休息室，室内通
风良好，室温不超过30℃；工地露天作业较为固定时，也可
采用活动幕布或凉棚，减少阳光辐射。

2.3在车间内操作时，应尽量利用自然通风天窗排气，侧窗进
气，也可采用机械通风措施，向高温作业点输送凉风，或抽



走热风，降低车间气温。

3.卫生保健措施

3.1入暑前组织医务人员对从事高温和高处作业的人员进行一
次健康检查。凡患持久性高血压、贫血、肺气肿、肾脏病、
心血管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者，一般不宜从事高温和高
处作业工作。

3.2对露天和高温作业者，应供给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饮料；
供给含盐浓度0.1~0.3%的清凉饮料。暑期还可供约工人绿豆
汤、茶水，但切忌暴饮，每次最好不超过300毫升。

3.3加强个人防护。一般宜选用浅蓝色或灰色的工作服，颜色
越浅阻率越大。对辐射强度大的工种应供给白色工作服，并
根据作业需要配戴好各种防护用具。露天作业应戴白色安全
帽，防止阳光曝晒。

1.中暑症状的表现

1.1先兆中暑。其症状为：在高温环境中劳动一段时间后，出
现大量流汗、口渴、身感到无力、注意力不能集中，动作不
能协调等症状，一般情况此时体温正常或略有升高，但不会
超过37.5°。

1.2轻症中暑。其症状为：除有先兆中暑外，还可能出现头晕
乏力、面色潮红、胸闷气短、皮肤灼热而干燥，还有可能出
现呼吸循环系统衰竭的早期症状，如面色苍白、恶心、呕吐、
血压下降、脉搏细弱而快、体温上升至38.5°以上。此时如
不及时救护，就会发生热晕厥或热虚脱。

1.3重症中暑。一般是因为未及时适当处理出现的轻症中暑
（病人），导致病情继续严重恶化，随着出现昏迷、痉挛或
手脚抽搐。稍作观察会发现，此时中暑病人皮肤往往干燥无



汗，体温升至40°以上，若不赶紧抢救，很可能危及生命安
全。

2.发生中暑事故的应急预案

2.2对重症中暑者，除按上述条件施救外，还应对病人进行严
密观察，并动用工地的交通工具或拦截出租车及时将病人送
往就近有条件的医院进行治疗。

食堂夏季防暑降温方案篇六

夏季施工气候炎热，建筑工人普遍在露天和高处作业，劳动
强度大，时间长，随时都有发生中暑事故的可能。因此，加
强夏季的防暑降温工作是保护职工身体健康，保证完成生产
任务的一项重要措施。

一、预防中暑事故基本安全要求

采取综合的措施，切实预防中暑事故的发生，从技术、保健、
组织等多方面去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组织措施

加强防暑降温工作的领导，在入暑以前，制订防暑降温计划
和落实具体措施。

1.1要加强对全体职工防暑降温知识教育，增加自防中暑和工
伤事故的能力。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

1.2应根据本地气温情况，适当调整作息时间，利用早晨、傍
晚气温较低时工作，延长休息时间等办法，减少阳光辐射热，
以防中暑。还可根据施工工艺合理调整劳动组织，缩短一次
性作业时间，增加施工过程中的轮换休息。



1.3贯彻《劳动法》，控制加班加点，加强工人集体宿舍管理；
切实做到劳逸结合，保证工人吃好、睡好、休息好。

2.技术措施

2.1进行技术革新，改革工艺和设备，尽量采用机械化、自动
化，减轻建筑业劳动强度。

2.2在工人较集中的露天作业施工现场中设置休息室，室内通
风良好，室温不超过30℃；工地露天作业较为固定时，也可
采用活动幕布或凉棚，减少阳光辐射。

2.3在车间内操作时，应尽量利用自然通风天窗排气，侧窗进
气，也可采用机械通风措施，向高温作业点输送凉风，或抽
走热风，降低车间气温。

3.卫生保健措施

3.1入暑前组织医务人员对从事高温和高处作业的人员进行一
次健康检查。凡患持久性高血压、贫血、肺气肿、肾脏病、
心血管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者，一般不宜从事高温和高
处作业工作。

3.2对露天和高温作业者，应供给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饮料；
供给含盐浓度0.1~0.3%的清凉饮料。暑期还可供约工人绿豆
汤、茶水，但切忌暴饮，每次最好不超过300毫升。

3.3加强个人防护。一般宜选用浅蓝色或灰色的工作服，颜色
越浅阻率越大。对辐射强度大的工种应供给白色工作服，并
根据作业需要配戴好各种防护用具。露天作业应戴白色安全
帽，防止阳光曝晒。

二、发生中暑的表现及其应急预案



1.中暑症状的表现

1.1先兆中暑。其症状为：在高温环境中劳动一段时间后，出
现大量流汗、口渴、身感到无力、注意力不能集中，动作不
能协调等症状，一般情况此时体温正常或略有升高，但不会
超过37.5°。

1.2轻症中暑。其症状为：除有先兆中暑外，还可能出现头晕
乏力、面色潮红、胸闷气短、皮肤灼热而干燥，还有可能出
现呼吸循环系统衰竭的早期症状，如面色苍白、恶心、呕吐、
血压下降、脉搏细弱而快、体温上升至38.5°以上。此时如
不及时救护，就会发生热晕厥或热虚脱。

1.3重症中暑。一般是因为未及时适当处理出现的轻症中
暑(病人)，导致病情继续严重恶化，随着出现昏迷、痉挛或
手脚抽搐。稍作观察会发现，此时中暑病人皮肤往往干燥无
汗，体温升至40°以上，若不赶紧抢救，很可能危及生命安
全。

2.发生中暑事故的应急预案

2.2对重症中暑者，除按上述条件施救外，还应对病人进行严
密观察，并动用工地的交通工具或拦截出租车及时将病人送
往就近有条件的医院进行治疗。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整理有关于生产车间防暑降温措施，车
间防暑降温方案的相关内容，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信息，可
持续关注我们。

食堂夏季防暑降温方案篇七

夏季厂房车间有高温闷热异味问题的行产加工型工厂企业太
多了，如果是生产过程中发热源多发热量大，那车间闷热的
问题就愈发的严重，那这些厂房如果想要将车间环境做得更



加凉爽舒适一些应该怎么做呢！这些厂房车间夏季防暑降温
方法·改善措施你一定要了了解。

1、蒸发式环保空调，利用环保空调降温过滤后的洁净凉爽冷
风源源不断的往车间输送，让车间形成正气压，挤走车间原
来高温闷热有异味的空气，使车间时刻保持洁净凉爽舒适的
工作环境，设计方案可以采用整体+定点岗位送风降温，保证
降温效果的同时还能节省安装投资成本。

2、风机风扇，采用负压风机和大型工业吊扇，让车间形成自
然风换气系统，有效增加车间的通风换气次数，让室外新鲜
的空气和室内闷热空气进行置换，从而达到一定的通风换气
降温的效果。

3、扇机组合降温，这是一种基于环保空调整体+岗位降温而
创新出来新的省钱方案，利用蒸发式环保空调+工业大风扇两
种有明显优势的厂房降温设备进行组合使用，空调直吹源源
不断的向车间输送洁净凉爽的新鲜冷风，再利用工业大风扇
立体微风循环系统，让室内冷风进行均匀的扩散，让厂房车
间达到整体通风降温，减少空调风管的材料成本，是大面积
厂房降温非常不错的低成本解决方案。

4、风机湿帘系统、利用湿帘纸+负压风机组合使用达到一定
的通风降温改善效果，安装设计要点在厂房的一侧窗户安装
湿帘纸，在对应的另外一边墙的窗户安装负压风机，让风机
运行时产生的负压抽动效果将室外新鲜空气通过布满水的湿
帘纸降温后牵引到车间，间距最好不要超过26米，一般小面
积不怕湿度的厂房生产车间可以采用。

5、中央空调系统、利用空调冷气对一个封闭式的环境做空气
内循环，从而让一个封闭式的环境做到整体降温，它的优点
是我们可以精准控制环境湿度，特别是一些对生产环境要求
很高的需要恒温恒湿的洁净无法车间，那一定是安装中央空
调才满足车间降温和生产工艺的需求，它的痛点嘛我们都知



道，安装投资成本多，使用耗电量高。

食堂夏季防暑降温方案篇八

最近我市天气持续高温炎热，为了确保职工盛夏时期生命安
全与健康，现制定防暑方案如下：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不仅是《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
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也是工会组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
重要内容，是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工会劳动保
护工作者的职责所在。各级工会组织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及
企业行政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发挥“群防群治”的作用，加
大对事故隐患的监督检查与治理，防止发生职工中暑伤亡事
故。

各乡镇、系统工会，要根据本乡镇、本系统的实际，制定切
实可行的防暑降温工作方案，明确暑期防暑降温的工作目标、
任务，责任到人，狠抓落实。要结合“安全生产月”及xx市
政府开展的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深入基层厂矿开展宣传、检
查、走访和慰问活动。大力宣传国家有关防暑降温和劳动保
护的法律、法规、条例和政策。加强对重点建设项目单位，
露天施工、高空作业、高温作业单位，危险品储运企业农民
工相对集中的单位以及往年发生过职工中暑事故的单位等重
点企业、重点场所、重点部位的监督检查;督促和帮助他们完
善暑期安全责任制，制定应急预案，落实防范和防暑保健措
施;督促他们采取有力措施，调整作业时间、改善作业条件、
减轻劳动强度，并加大防暑降温经费的投入和物品发放力度，
确保职工安全度夏。要关心职工生活，督促和帮助企业大力
改善职工生活条件，确保职工宿舍、食堂、厕所、淋浴间等
设施符合和满足防暑降温和劳动保护工作需要。

检查走访要认真细致、讲求实效。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防暑降温经费预算和落实情况;二是露天和高温工作场所
通风、隔热、降温措施制定和落实情况以及这些场所工作人



员的作业时间安排情况;三是暑期劳保用品配置、配备情况;
四是防暑药品发放情况和清凉用品供应情况;五是开展防暑降
温知识宣传教育情况;六是高温天气的预警机制及相应的应急
预案建立和急救演练情况;七是夏季易发疾病监控机制、预防
传染病和食物中毒应急预案建立情况;八是组织职工体检情
况;九是基层单位工会劳动保护检查委员会、工会小组劳动保
护检查员在防暑降温工作中履行职责、发挥作用情况。

各乡镇、系统和基层工会，要加强与基层工会的工作联系，
保持信息畅通。要及时总结、推广企业在防暑降温上创新性
举措。发生中暑、中毒等事故时，要及时报告同级政府和上
级工会组织，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不得延报、谎报、
瞒报。

食堂夏季防暑降温方案篇九

进入盛夏季节，x强度高，高温天气持续，为切实做好夏季施
工现场防暑降温工作，保障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不断改善
劳动条件，防止因高温天气引发的工人中暑和其他各类生产
安全事故，我项目部针对高温作业和炎热季节的露天作业，
将工作安排如下：

1、认真落实防暑降温责任制。各作业班组要认真贯彻落实项
目部有关抓好建筑工地防暑降温工作的一系列要求，要以对
一线施工人员生命和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加强对防暑
降温工作的组织领导，完善落实责任制，制定应急预案，狠
抓防范措施落实，防止因高温天气引发的工人中暑和各类生
产安全事故。

2、合理安排作息时间。要密切关注有关高温天气的气象预报，
（气象学将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35°c定义为“高温日”，
连续5天以上“高温日”称作“持续高温”。）严格实行“抓
两头，歇中间”的避高温措施，适当调整夏季高温作业劳动
和休息时间制度，减轻劳动强度，严格控制室外作业时间，



避免高温时段作业，确保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当温
度过高时作息时间调整为：早上7:30——11:30，下
午15:00——19:00.在保证施工作业人员健康的前提之下，保
障施工进度要求。

3、加强工作中的轮换休息。在夏季根据施工的工艺流程，尽
可能调整劳动组织，采取勤倒班的方式，缩短一次连续作业
时间，加强工作中的轮换休息。要求现场施工人员工作2小时
内必须休息一次，待体表温度降至正常方可继续施工作业。

4、保证施工现场饮水充足。施工现场应供给足够的合乎卫生
要求的饮用茶水、绿豆汤等，有效地防暑降温，避免发生中
暑事件。

5、落实防暑降温物品。要切实关心在高温天气下坚持施工的
广大一线施工人员，加强对防暑降温知识和中暑急救知识宣
传，提高全面安全防范意识。要求施工人员随身携带防暑药
品，如人丹、清凉油、风油精、藿香正气水、茶叶等，落实
每一位工人的防暑降温物品。

6、积极改善建筑工地生产生活环境。要认真落实建筑施工现
场管理规定，积极采取措施，加强通风降温，确保施工人员
宿舍、食堂、厕所、淋浴间等临时设施满足防暑降温需要。
建筑工地施工现场的宿舍和食堂必须安装电扇，有条件的在
宿舍安装空调。

7、切实做好卫生防疫工作。要切实做好施工现场及生活区的
卫生防疫工作，加强对饮用水和食品的卫生管理，严格执行
食品卫生制度，避免食品变质引发中毒事件。加强对夏季易
发疾病的监控，现场作业人员发生法定传染病和食物中毒时，
应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8、做好夏季防火工作。针对夏季炎热，天气干燥，火灾事故
易于发生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预防火灾措施，对配电室、



仓库、油漆房，木工房等易燃场所进行定期检查，发现问题
立即处理，同时按规定配备灭火器材。

各作业班组要切实重视暑期施工安全，在近期施工中将以现
场施工作业人员健康为主，全方面做好应对防暑降温施工准
备工作，平安健康的度过本年度的夏季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