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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郑州市教育局“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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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4月12日

守牢安全底线，把好校园防线
市教育局有力有序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新一轮疫情发生以来，市教育局认真研判风险，按照省、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疫情动态清零，加强精准防控”的要求，坚持

把校园防控做为战疫的重中之重，采取果断措施，科学精准应对，

有序有效开展郑州教育战线的各项防疫工作，确保教育教学平稳

有序进行。



—2—

一、突出平战急转，坚守一个目标

把师生生命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按照“一完善”“一强化”

“一压实”的工作思路，构建市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平战转换机制，

确保一旦发生疫情，迅速完成常态和应急机制转换，把握住疫情

应对关键期，快速有效处置。

（一）完善指挥体系。参照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组织架构，更

新完善教育系统疫情防控组织架构、工作机制和工作职责，配强

力量、树立导向，上下对口、左右对齐，提级指挥、扁平管理。

应急指挥体系始终处在应急状态，实行实体化、实战化、实操化

运行，形成平战一体、高度戒备、随时能战的统一高效应急指挥

体系。

（二）强化组织领导。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反应机制，迅速恢

复“一办、四部、八专班”指挥架构，强化应急指挥和处置；定

期召开专题部署会，坚持日例会，分析形势，查排问题，制定措

施，统筹推进工作落实；严格落实值班值守 24 小时 AB 角、两班

制，并建立健全值班运行、分析研判、信息报送等制度。

（三）压实防控责任。压实属地、行业、学校、师生员工“四

方责任”。一是属地责任。要求各区县市将包括高校在内的各级

各类学校一律纳入属地管理，认真履行属地责任，及时研判、及

时部署、及时督导检查学校防控工作。二是行业管理指导责任。

市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积极主动对接卫健、公安、网信等部门，

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协同配合，把校园当做一个特殊的防控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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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强化研判指导，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三是

学校的主体责任。强化学校书记和校长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职

责，坚持问题导向、靠前指挥，明确书记、校长每天要至少利用

半个小时时间，对校园重要环节和重点场所等进行疫情防控检

查、督查，认真书写工作日志，切实做到守土有方、守土尽责。

四是师生员工的自我管理责任。各学校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

方式，召开家长会，健全完善家校协同机制，在强化共同居住人

员监测的同时，充分调动教职员工、学生、家长全员参与支持学

校疫情防控工作的积极性，以多种形式引导家长自觉遵守防控规

定，教育引导学生做好个人防护，全面提升师生的自我管理意识，

做到疫情防控人人有责、人人担责、人人尽责，形成全覆盖、无

死角，纵到底、横到边的防控网络。

二、坚持封闭管理，严把两个关口

认真贯彻省委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精神、教育部和省厅防疫

工作的最新部署，坚持校园封闭管理，严把入校关和健康监测关。

（一）严把师生入校关。严格坚持校园封闭式管理，落实“五

个一律”要求，非寄宿制学生要做到家庭、学校“两点一线”出

行，全程做好安全防护；校园继续实行“测温+健康码+行程码+

实名登记+戴口罩”的访客登记和健康监测制度；严格管控入校

快递物流，加强消毒消杀，提倡采用非接触方式接收外卖和收发

快递；学校采购的物资严格进货渠道，严禁采购进口冷链食品。

校园防控狠抓关键环节、关键节点、关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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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把师生健康监测关。坚持每天对师生晨检、午检、

晚检，建好台账，规范管理；严格落实因病缺课、缺勤登记及病

因追踪报告制度，对因病缺勤的师生做到逐一核实，详实登记，

进行常态化监测，确保精准管控。全面筛查输入风险，精准掌握

有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信息，重点排查近期有

涉疫地区旅居史的师生员工信息，精准掌握其健康状况和行程轨

迹，并延伸了解学生家长、教职员工亲属等同住人员行踪信息。

三、统筹精准防控，健全三个机制

切实筑牢校园疫情防控屏障，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确保校园

安全、师生安全、教育安全。

（一）健全校园常态管控机制。突出重点人群、重点场所、

重点环节管控，坚持错时上下学、错峰就餐，对图书馆、食堂、

浴室等人员聚集公共场所，采取必要限流措施。做好教室、宿舍、

食堂等场所和各类公用设施、物品的定期消毒，加大电梯、门把

手、楼梯扶手等高频接触使用部位的消毒频次。严格执行寄宿制

学校学生宿舍人均 3 平米，每室不超过 10 人的规定，加强通风

换气及预防性消杀。针对保洁、保安、后勤等“三保人员”加强

健康监测和岗位培训，进行定期核酸检测。坚持上下学高峰时段

学校领导在校门口与教师和保安共同值守制度。同时，随时提醒

接送学生的家长在校门口戴口罩、少聚集、不扎堆，保持一米线

安全距离。从严从紧控制线下聚集性活动，非必要不举办，能线

上不线下，尽可能“小办、少办、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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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坚持“一校一院、一院多校”，

构建学校与医院、疾控等单位“点对点、人对人”的突发公共事

件应急处置机制，完善对口指导方案，全市3636所学校共对接250

多所医院，做到了全覆盖。学校按标准设置隔离室、观察室，对

口组织培训，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应急演练，确保出现突

发情况能及时有效处置。

（三）健全督导查验机制。常态化开展“三级督查”，即市

级、县级、校级。平急转换后，开展“1+3+5”模式督导检查，

同时，市县两级教育防控专班驻教育部门纪检组嵌入“1+3+5”

模式中，通过“定向检查、定点巡查、随机抽查、线索专查、灵

活暗查、电话调查、视频录查、现场问查”等方法,采取“暗访+

突击检查”等方式，每周抽检 6 至 10 所各级各类学校；市县两

级教育防控专班每天点名抽定 5 所学校报告疫情防控自查情况

和风险研判情况，并将督查情况与绩效奖励挂钩、与单位年度考

核挂钩、与干部选拔任用挂钩，坚决杜绝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

位、问题不整改等现象。

四、加强从严管控，突出四个重点

在从细从实从紧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基础上，强化“四

个重点”工作，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

（一）强化邮购管理。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在校门外设置快

递物品中转站，对所有进校的快递物品在中转站进行第一次喷雾

式物体表面消杀，消杀后再转运至校内各快递网点进行第二次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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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合理设置快递外包装回收站，安排专人及时处理，保证快递

外包装不散落。同时，倡导师生疫情期间减少物品采购、减少收

寄快递数量，特别是避免采购中高风险地区和境外物品。

（二）强化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治理。3 月 18 日，通过“郑

州发布”及时向社会公告，暂停全市各类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活动。

各区县市要严格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原则，

统筹教育、科技、文广旅、体育、民政、市场监管、人社、卫健

等部门迅速行动，开展拉网式排查，依法依规严厉查处，确保各

类校外培训暂停线下活动。我们紧盯隐蔽型校外培训行为等薄弱

环节，构建多部门协同联动的“网格化”综合治理体系，严厉打

击以咨询、文化传播、“一对一”“一对多”“家政服务”“住

家教师”“众筹私教”等隐形变异的形式继续违规开展学科类校

外违规补课行为，坚决杜绝变相违规培训引发的疫情传播。

（三）强化应急指挥演练。全市教育系统应急指挥体系全天

候处在应急状态，配强力量、上下对口、扁平管理，实体化、实

战化、实操化运行，各学校要储备至少一周的防疫物资，按照在

校师生隔离需求准备足够的应急隔离场所。所有学校（幼儿园）

完善平急转换机制和“两触发”机制，会同卫生、疾控等部门开

展多场景、实操性应急演练，确保一旦发生疫情，能以最快速度

反应响应和处置。

（四）强化健康教育。多渠道、多形式引导师生严格遵守防

疫规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减少跨区域出行，非必要不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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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跨市县，不离开学校驻地，确需外出的，要严格报备手续，待

批准后再行外出。强化师生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意识，大力倡导

校园爱国卫生运动，教育师生落实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

聚集、一米线、扫码测温和疫苗接种“6+1”防控措施，培养良

好卫生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关注师生心理健康，加大心理教师

培训力度，加强课程管理，做好家校沟通，持续开通心理支持热

线，广泛提供心理疏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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