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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莱州市金城中学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

理预案 

（公共卫生） 

为认真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教

育部、卫生部《关于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

科学、规范、有效开展学校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

度地减少教育系统食品安全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维护正常的教

学秩序，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预案。 

一、适用范围： 

该《应急预案》适用范围为：学校发生的食物中毒、食源性

疾病、食品污染等源于食品，对师生员工健康有危害或者可能有

危害已造成社会影响的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和食品安全事故（统称

食品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二、工作原则： 

(一)全程预防、全程控制:在食堂餐饮发生食源性疾患，造成

学校师生食物中毒或其它食品安全事故时启动“应急处置预案”。 

(二)科学决策、群防群控:学校建立领导组织，实行科学民主

决策，依法规范应急救援工作，确保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权威性

和可操作性。加强学校日常监测、及时分析、评估和预警，坚持

群防群控。对可能引发的食品安全事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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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及时反应、快速行动:学校对所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要做

出快速反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极力控制事故发展和势态蔓延，

有效开展应急救援工作，认真做好食品安全事故的救治、处理及

整改工作。 

三、处置食物中毒应急领导小组：  

1、领导小组 

组 长：杜建军 

副组长：卜繁江 付江涛 

组  员：罗春海 冯振伟 季晓东 施振彦（保健教师） 

职责：下达启动处置食物中毒应急预案命令；依据上级批示

和现场情况，适时决策、发布指令，组织指挥处置行动；组织调

集人员、物资及交通工具，指挥现场处置工作；向上级教育部门

报告事件的情况，必要时向有关部门发出通报或协处请求；同时

负责与卫生、公安、交通等有关部门对突发事件的调查及善后处

理工作。 

2、现场指挥组（卜繁江） 

职责：负责现场处置、医疗救护的全面工作；负责事发现场

所需急救药品、器材、后勤物资、人员的统一调配；对现场处置

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评价；及时向上级反馈信息，根据事态发

展和上级要求提出调整现场工作措施的建议。 

四、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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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食物中毒报告 

学校食堂认真贯彻执行卫生部食品卫生以及关于《食物中毒

调查报告办法》的精神，以便及时采取防治措施。 

2.广泛开展预防食物中毒宣传教育 

广泛深入的开展预防食物中毒宣传，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充

分利用广播、黑板报、主题班会、宣传画等各种形式，学习普及

有关的卫生知识，提高食物从业人员和广大师生员工的卫生管理

水平，减少食物中毒发生。 

 3.前期工作 

(1)食品原料进货关。学校采购人员严格把关，定点采购，确

保所采购的原料符合有关的规定，从源头上把好食品卫生关。 

(2)严把食堂仓库关。学校食堂仓库的钥匙由专人保管，责任

落实到人，库房门口有明显标记，规定非食堂工作人员不得进入

食堂库房。定期对库房里的原料进行检查，发现变质原料，及时

处理，坚决杜绝变质的原料流入餐桌。 

(3) 把餐具消毒关。学校食堂对餐具按规定进行严格消毒，

确保餐具清洁卫生，防止出现因交叉感染而引发的食物中毒事故。 

(4)学校对每餐的饭菜要做好留样，取每餐的饭菜≥125 克密

封好在留样柜内保存 48 小时。 

五、应急处理程序：  

1.在食品加工、供应过程中或用餐时发现食品感官性状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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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变质可疑时，经确认后，立即撤收处理该批次全部食品。  

2.树立工作人员食品卫生安全意识、时时警惕食物中毒事件

的发生，发现可疑病情后，及时报告领导小组，做出以下措施：  

（1）观察病情，对症处理。  

（2）如确定食物中毒，做好以下工作：  

1）初步诊断、治疗、护理患病的师生。  

2）立即报告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抢救

措施。  

3）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120 或者与附近医院联系救治患病师

生 。 

4）立即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  

5）收集相关病情信息、食物及原加工材料，协助卫生部门

进行事件调查、处理。  

3.学校主管领导立即指挥抢救工作，协调有关单位和部门的

抢救，向区教育局主管部门汇报，指挥以下部门工作：  

（1）责令食品立即停止食品加工、供应活动。  

（2）由食堂分管领导立即向上级卫生部门报告，报告时间

距离发病时间不得超过 2 小时。（3）负责保护好现场，封存一

切剩余可疑食物及原料、工具、设备、保护好中毒现场和食品留

样，防止人为地破坏现场，等候卫生执法部门处理。  

（4）班主任负责协助校医护理患病学生，如发现人数较多，

治疗护理在班级进行。对已确定重病师生负责转送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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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做好师生思想工作，稳定学生情绪；负责家长的疏导

工作；协助学校领导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6）深入各班级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做好流行病学调查。

向患者了解食物中毒的经过，可疑食品、中毒人数，并预测发展

趋势。  

（7）总务处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保障抢救机动车、药品、

消毒用品到位，保障抢救中心必须品的供应。  

（8）食堂负责人要协助卫生部门做好检查和取证工作，按

照卫生部门的要求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样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