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加强领导，健全机制 

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重大事项要及时向上级党委（党组）请示报告。学校组建学

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常态化工作机制，

统一指挥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综合协调、安全保卫、舆情处置、医疗救助、家属安抚、

后勤保障 6个专项工作组，具体负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各环

节工作。 

（一）领导小组 

组  长：宋玉杰 

副组长：张国际 潘晓华 崔福温 

成员：姜德清 冯丽 谭娟 庄琳琳 王慧 张洪钟 姜倩倩 

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组织

领导和统筹指挥，常态化组织隐患排查、风险评估、应急演

练。 

（二）专项工作组 

各专项工作组应常态化做好突发事件处置的应急准备

基础性工作，结合应急处置工作职责，与属地党委、政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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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密切工作联系；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既要按

照分工各司其职，又要及时沟通情况，确保衔接顺畅，做到

关键时刻同频共振、同向发力、运转高效。 

1.综合协调组。 

组长：张国际 

成员：潘晓华 崔福温 姜德清 冯丽 谭娟 王慧 

负责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置的综合协调，对事件发生的经

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等进行内部调查，认定事件的性质

和责任，向领导小组提出处理建议。收集、分析事件信息，

确认真实、完整、准确后及时上报，办结后提交事件调查报

告。统筹安排事发后学生的思想教育、心理疏导安抚工作。 

2.安全保卫组。 

组长：张洪钟 

成员：学校保安 

负责对事发现场进行警戒，疏散无关人员，防止现场其

他人员拍照、摄像，引导救护、出警人员尽快赶到事发现场，

配合公安机关做好现场勘查、走访调查工作。协助家属办理

死亡证明书、销户手续以及处理殡葬事宜。事件处置期间，

协调、配合属地公安部门处置校闹等异常情况，维护好校园

安全和正常秩序。 

3.舆情处置组。 

组长：谭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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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姜倩倩 赵文钰 张蕾蕾 贾忠玲 杨楠 宋丽丽 

负责对外信息发布，接待来访的新闻媒体。协调、配合

宣传、网信、公安网警等部门监测、分析研判网上信息及社

会舆论，管制负面舆情，出现网络谣言，组织采取封、堵、

删除或澄清措施，正面引导舆情。 

4.医疗救助组。 

组长：冯丽 

成员：庄琳琳 张菡栩 吴润志 

对学生进行初步处置，并做好各项记录，120 赶到后将

情况汇总转交。会同家属安抚组做好来访家长的全过程医疗

救护工作。 

5.家属安抚组。 

组长：姜德清 

成员：王慧 吕锋 

负责学生家长或亲属的接待，安抚家长情绪，关注家长

动态。详细了解学生家庭状况、社会主要关系等相关情况，

及时回应家长诉求，与家长沟通、协商签订书面协议，对接

赔偿或人道主义帮扶救助事宜。协调、配合医疗救助组做好

应急救护工作，以防死者家属悲痛过度，出现意外情况。 

6.后勤保障组。 

组长：张洪钟 

成员：王源源 邵海 赵德锟 



 4 

负责提供事件处置所需的必要经费、物品、车辆保障等。

对事件的处置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和咨询。 

二、快速反应、有效处置 

突发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后，学校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6 个专项工作组第一时间各就各位，按照快速反应，稳

妥慎重、坚决果断、合理适当的原则，有序组织先期处置，

研判、评估、管控后续风险，避免危机进一步升级并引发严

重后果。 

（一）综合协调组 

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调查了解事件真相，

迅速、全面掌握情况，告知学生家长，落实情况报告制度，

组织风险评估。首报后 30分钟内进行第一次续报。事态紧急

须随时续报。在整个事件处置过程中要随时保持通讯畅通，

做好全程跟踪续报。报告内容应涵盖事件基本情况，包括时

间、地点、涉及人员的基本情况；事件起因、背景、性质判

断和影响程度评估及事发单位（部门）已采取的措施；事件

发展状态、处置过程和结果。 

摸排学生思想动态，及时准确向学生通报相关情况，引

导学生理性客观看待事件本身，做到不恐慌、不传谣，做好

相关人员的心理疏导工作。 

初步调查中发现存在追责问责情形的，及时提请领导小

组启动追责问责审查调查工作。 



 5 

事件处置完毕，总结反思，复盘整个过程，剖析各环节

工作，形成详实案例分析报告。 

（二）安全保卫组 

迅速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警戒，维护现场秩序，劝离无

关人员并禁止拍照、摄像等行为。带领救护人员到现场进行

救治。现场处置时，应当录音录像，同时可以邀请报警人或

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到现场见证。 

公安机关赶到现场后，积极配合做好现场侦查，严格管

控各进出通道，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勘验取证结束后，

即通知将学生尸体送至殡仪馆妥善保存，配合公安机关将

《调查意见告知书》送达学生家属及其法定代理人，并认真

听取学生家属方面的意见或诉求，及时跟踪了解案情信息并

报告。协调配合属地公安部门依法处置校闹事件。必要时依

靠公安人员，对扰乱秩序人员施以打压管控、硬性维稳。 

（三）舆情处置组 

对接市局秘书科对网上信息及社会舆论进行监测，管制

负面舆情，正面引导舆情。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情报信息，

落地查人，对参与不良炒作的校内人员实施管控、敲打，做

好教育引导提醒；对管控不了的人员，及时提请属地及上级

有关部门帮助支持，努力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四）医疗救助组 

及时赶到现场，对学生进行初步处置，对抢救经过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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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记录，留存影像资料。120 救护人员到来后，将救治记

录转交医务人员。 

配合家属安抚组，24 小时做好学生家属生命安全、身心

健康突发意外的应对救护工作。 

（五）家属安抚组 

立足人文关怀、疏导化解、柔性维稳。第一时间与家长

电话对接，24小时保持通讯联系，需要时派人赶赴家长居住

地，施以人文关怀。学生家长到达学校驻地，应及时安排接

站，热情、周到安排家长在校外居住，一定不要安排在校内，

避免一旦出现吵闹、纠纷，不良氛围即迅速渲染师生；发生

群死群伤事件或存在不同利益方的，应当把不同学生家属安

排在不同宾馆居住，防止碰头叠加，蔓延升级。安排有耐心、

有经验人员安抚家长情绪，听取家长意见、诉求，并由公安

机关适时将相关案情信息通报给家长；密切关注家长心理状

况及动向，及时将信息反馈给领导小组。事件定性后，本着

"以人为本、合法合理、合理适当、息事宁人"原则，安排专

人会同公安、学校法务人员与家长进行商谈赔偿或人道帮扶

救助事宜，签署具有法律效应的协议书。 

遇重大活动、重要节点等特殊时段，政治维稳任务严峻

紧急；或家属提出过分要求或过高条件，学校家长争执不下，

无法正常沟通交流致使善后工作遇阻时，应通过各种渠道联

系、邀请家长所在地党委政府相关部门（政法、公安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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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家长有制约力的部门、基层组织（如父母所在单位、

村两委）出面，帮助协调处置；或联系涉事学生家族族长或

有威望、家长信得过的亲朋配合做好学生家属的劝导、解释

安抚工作，稳定家属情绪，引导其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从快

从速达成一致处置意见。 

期间与涉事学生家长谈话沟通、询问诉求、协商或谈判

时，每次都要邀请公安、律师等在现场指导协助，以防当事

家长滋事闹事。 

涉事人员涉及外国留学生、港澳台地区籍学生和少数民

族学生的，应及时协调政府外事部门、港澳台办、民族宗教

等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协同做好工作。 

遇家长情绪激动发生扰乱校园秩序，毁坏校园设施等情

况，应保护现场、留存影像资料，固定证据，从速提请属地

公安机关依法处置。 

（六）后勤保障组 

及时对接其它各专项工作组，做好后勤保障。重点保障

家属安抚组，围绕学生家属的吃、住、行需求和诉求，提前

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与家属签订协议后，确保所需资金

等及时足额到位。期间确保医务人员 24小时随叫随到，家属

外出或事件处置完毕返回家乡时必须安排人员陪同（协议有

约定的遵照协议），以免突发疾病或途中发生意外。 

三、依法依规，防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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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处理直接涉及当事双方的切身利益，客观公正是

保护当事双方合法利益、减少争议和纠纷的基础。事故的责

任认定必须客观公正、准确定性。是学校的责任，学校应承

担起应负的责任，不能推卸；不是学校责任的，要做好解释

沟通，严防家长无理取闹。 

（一）以人为本 

学生自杀事件的责任主体一般为学生本人，事件处置过

程中，应始终秉持以处置责任事故的态度来处置非责任事故，

坚持学生利益至上原则，在维护学校和受害学生合法权益前

提下，学校要积极协助涉事学生家长做好善后工作，并对家

长提供心理辅导，帮助设事学生家庭尽快走出阴影。 

（二）合理救助 

依据教育部令第 12 号《学生伤亡事故处理办法》及教育

法等法律法规，学校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及时理赔，学校没

有责任的，结合实际情况支付一定的慰问金，切忌一味地花

钱买平安，同时协助、指导家长及时向第三方或保险公司索

赔。 

（三）依法处置 

校园内出现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立即选择报案；不宜

私下协商处置，因很多情形下公安部门不宜动用某些技术手

段进行取证核查，严重影响第一时间获取有价值情报信息，

致使处置工作无法迅速有效进行。事件处置过程中，涉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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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性质、责任承担、经济赔偿救助等问题时，事关维护学校

和受害学生的合法权益，事关大局稳定，必须依法依规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