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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中学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改进卫生健康工作

的意见 

(2020年 6月 29日印发）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是社会公共卫生管理的基础

性工作，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办人民满意教育的主要

体现，对维护学校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具有重要

意义。 

第二条  学校卫生工作的主要任务包括：疾病防控、食品安全、

健康教育、体质监测、条件改善、环境卫生改善、应急处置等。 

第三条  为进一步加强与改进我校卫生健康工作，提高教职员工和学

生的健康水平，根据《学校卫生条例》、《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等文

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意见。 

 

第二章  疾病防控 

第四条  疾病防控是指常见病防治和传染病防控。加大常见病防

治工作的宣传力度，广泛宣传其危害及防治工作的重要意义，让师生

员工了解并重视防治工作；加强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做到疫情的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早控制，保障全校师生健康，根据《传

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学校成立传染病防治领导小组，建立传染病疫

情报告制度，固定兼职疫情报告人，积极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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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落实各项防控制度。建立学生健康档案制度、健康体检

制度、疾病监测制度、疫情报告制度等。 

（一）学生健康档案制度 

新生入学建立健康档案。每年秋季开学后，总务处与高一年级协

商时间，组织所有入学新生进行健康体检，建立健康档案，将学生健

康档案纳入教务处学生档案管理内容，实行学生健康体检资料台帐管

理制度；根据学生体检结果和体检单位给出的健康指导意见，制定促

进学生健康的措施，有针对性地开展促进学生健康的各项工作。 

（二）学生健康体检制度 

每年秋季总务处配合各年级组织学生进行一次常规健康体检，体

检项目为：1.内科常规检查:心、肺、肝、脾;2.眼科检查:视力、沙

眼、结膜炎;3.口腔科检查:牙齿、牙周;4.外科检查:头部、颈部、胸

部、脊柱、四肢、皮肤、淋巴结;5.形体指标检查:身高、体重;6.生

理功能指标检查:血压;7.实验室检查:(1)胸透;(2)肝功能:谷丙转氨

酶、胆红素。 

按照卫生部、教育部联合制定的《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

要求，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体检费用由学生个人承担。体检结果 2

周内反馈给学生。 

重视学生视力保护。教务处将眼保健操纳入日常作息时间，年级

督促到位；总务处、公共课部每学期组织开展两次（一年四次）视力

检测工作，建立视力电子档案，按要求上报数据。针对视力不良的学

生督查管理好视力，开展保护视力等一系列眼健康宣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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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处、教务处配合高三年级完成学生体检，体检结果进入学生

毕业档案。 

（三）传染病疫情监测制度 

各年级在传染病流行季节全面落实晨午晚检制度，观察学生精神

状态、了解学生健康状况、登记因病缺课情况，实行“日报告”、“零

报告”。患病学生痊愈、隔离期满或经医院检查确认无传染性可复课

的学生，须由就诊医院开具复课证明，经学校医务室查验确认后方可

返校上课。 

（四）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 

学校明确传染病疫情报告人（总务主任），报告人要工作认真负

责，责任心强，了解传染病防控相关知识。当发现传染病或疑似传染

病病人时，疫情报告人应立即报出相关信息，视情况进入应急处置。 

第六条  加强疾病防控宣传工作 

（一）总务处和医务室根据季节变化和相关情况对学生加强流行

病、传染病预防知识的宣传。根据当地流行性疾病、食源性疾病和饮

水污染的情况,采取切实有效的预防措施，杜绝疾病、流行性疾病和

中毒事件在校园中发生。 

（二）政教处充分利用黑板报、讲座、广播、班会活动、国旗下

演讲等形式开展宣传教育，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卫生防病知识和防护技

术，指导学生全面了解流行病、传染病有关知识,增强防患意识。 

（三）班主任指导学生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采取合理有效措施,

帮助学生纠正不讲卫生、随地吐口水、集体就餐时大声喧哗、吃零食



 

 - 4 - 

等不良习惯。教育学生不共用生活用品，保持教室和居室通风透气，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三章  食品安全 

第七条  校园食品安全是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成立校园食

品安全领导小组，落实校园食品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实行食品安全校

长负责制。后勤服务中心每学期组织专题研究食品安全问题，建立健

全并落实有关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工作要求，明确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和每个岗位的安全职责，层层签订食品安全责任状。 

第八条  规范从业人员管理，加强知识培训和实务工作的锻炼，

提高业务技能，充分发挥从业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

一支业务技能高、富有责任心、能吃苦、乐奉献的员工队伍，使员工

具备食品安全和质量意识，加工制作行为符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要

求。 

第九条  后勤服务中心人员推行竞争上岗，实行目标管理和岗位

责任制。从制度上确保物资采购、验收、保管、入出库、食品制作、

出售等环环相套，相互制约、相互激励。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

落实陪餐制，充分发挥工会、伙食管理委员会、家长委员会的监督作

用。 

第十条 切实加强管理，做好食品安全关键控制点。 

（一）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按照规定制定并执行场所及

设施设备清洗消毒、维修保养校验、原料采购至供餐全过程控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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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具饮具清洗消毒、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二）严格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和培训制度。患有国家卫

生健康委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

品的工作。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每年进行健康检查，

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必要时进行临时健康检查。食堂从业

人员的健康证明在学校食堂显著位置进行统一公示。食堂从业人员养

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加工操作直接入口食品前洗手消毒，进入工

作岗位前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学校食堂从业人员不得有在食堂内吸

烟等行为。 

（三）以公开招标的形式选定优质供货商，按照食材物资应符合

的标准进行验收，索取相关证照。 

（四）严格落实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如实、准确、完整记录并保

存食品进货查验等信息，保证食品可追溯。建立食品、食品添加剂和

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准确记录名称、规格、数量、

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

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留载有上述信息的相关凭证。 

（五）严格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食品，做到通风换气、

分区分架分类、离墙离地存放、防蝇防鼠防虫设施完好，并定期检查

库存，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贮存散装食品，在贮存

位置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生产者名称

以及联系方式等内容。用于保存食品的冷藏冷冻设备，贴明标识，原

料、半成品和成品分柜存放。食品库房不得存放有毒、有害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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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落实痕迹管理。确保所有物资采购、验收、出入库，食品

添加剂，餐厨垃圾等均建立台账，台账准确明了，物实相符。食品加

工制作冷藏、卫生间打扫、餐用具消毒、食品出售、剩余数量，场所

消杀、“四害”除灭等均有记录，记录如实客观。 

（七）全面确保餐具和用具消毒到位，合理保存，避免二次污染。

公共场所、公共器具定期消杀，避免可能的传染。 

（八）按照规定的程序制订菜谱，严格依照菜谱、流程、工艺和

普适原则制作红白案食品，确保精加工原料到上锅制作不超过 4小时，

食品制成到售卖完毕不超过 2 小时，确保食物中心温度达到 70 摄氏

度以上。 

（九）加强有害生物的防制，定期除灭，铲除其孳生环境。 

（十）实行“明厨亮灶”和门禁管控，有效监督从业人员违纪违

规，防止人为破坏或外人投毒。 

（十一）科学规范全面地进行食品留样。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

种食品成品进行留样，每个品种留样量满足检验需要，不得少于 125

克，并记录留样食品名称、留样量、留样时间、留样人员等。留样食

品由专柜冷藏保存 48小时以上。 

（十二）确保用水卫生和安全。 

（十三）积极引导学生科学安全用餐，让学生知晓食品安全常识，

能够判定和选择优劣食品，并能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自保或维权。 

（十四）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对不合要求的或存在安全隐患

的迅速落实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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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食堂预包装食品，必须索取有效证照，保证货源为最

近生产日期，确保食品无毒、无害，符合食品应有的营养，并避免高

盐、高糖及高脂。 

 

第四章  健康教育 

第十二条  健康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健康意识，提高学生的健康素

质为根本出发点，注重实用性和实效性。公共课部要坚持健康知识传

授与健康技能传授并重的原则，健康知识和技能传授呈螺旋式递进的

原则，健康知识传授、健康意识与健康行为形成相统一原则，做到突

出重点、循序渐进，不断强化和促进健康知识的掌握、健康技能的提

高、健康意识的形成、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建立。 

第十三条  高中阶段健康教育的基本内容：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

疾病预防、心理健康、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安全应急与避险。 

体育组按照健康教育课程内容及教学目标，认真讲授健康的基本

知识与技能。     

时间 课 程 内 容 教 学 目 标 课时 

高一 

 

营养 

 

卫生 

 

健康 

健康的基本知识 
掌握健康的基本知识和增进健康的原

则与方法，自觉参加体育锻炼。 
1 

饮食与健康 了解常见食物的营养价值与合理的膳食结构。 1 

体育运动 

与营养 

理解不同强度运动和学习对营养的不

同需求，认识不良饮食习惯对身体的危害，

掌握食品安全和预防食物中毒的基本知识

与方法。 

1 

卫生习惯与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疾病防控的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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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预防 识与能力；掌握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

起因和预防措施。 

校园常见传染病

预防 

了解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流感、手足口

病、呼吸道传染病、视力保护、禽流感、甲流、腮腺

炎等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1 

环境与健康 
掌握环境与健康的相关知识，并在日常生

活中予以运用。 
1 

高二 

 

运动

技能 

 

安全

教育 

运动技能形成规

律 

掌握体育运动技能形成规律，了解泛化、

分化、巩固、动作自动化四个相互联系的阶段。 
1 

古代及现代奥林

匹克运动会 

了解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和精神，在体育活

动中贯彻奥林匹克精神。 
1 

运动损伤的预防

与处理 

掌握并运用安全运动、预防常见运动伤病

和突发事故，消除运动疲劳，以及常见运动损

伤的知识与处理方法。 

1 

安全应急与 

避险常识 

掌握并运用安全避险的知识与方法，如拥

挤、暴恐事件等紧急情况下的避险和急救常

识。 

1 

社交中的自我保

护 

提高在社会交往中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如了解网络交友的风险性、在与异性

交往中避免遭受性侵犯与性暴力、避免婚前性

行为等。 

1 

我国传统养生理

论与方法 

了解传统养生理论与方法，学会合理运

用。 
1 

高三 

 

心理

健康 

 

意志

身体健康和心理

健康 

提高增进心理健康的意识和能力，知道心

理健康的内容和特征，掌握和运用提高心理健

康水平的方法。 

1 

情绪调控与心理

障碍调控 

懂得不良情绪对健康的危害，了解自己在

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情绪变化特征，掌握调控

情绪的方法。了解抑郁、焦虑、恐惧等心理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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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 

 

体育

道德 

碍产生的原因和调节方法，认识和体验体育活

动对预防和消除心理障碍的作用等。 

生长发育与青春

期保健 

了解中学生生长发育的一般规律，掌握青

春期保健的常识。 
1 

体育与意志品质

培养 

明确体育活动对培养良好意志品质的作

用，指导学生把在体育活动中培养的良好意志

品质能迁移到日常生活和学习中。 

1 

体育与社会适应

能力 

提高人际交往技能，具有和谐的人际关

系，关心和尊重他人，遇到矛盾和冲突时能克

制自己，宽容和理解对方，正确处理合作与竞

争的关系；具有积极的社会责任感等。 

1 

体育道德与人际

交往 

提高人际交往技能，具有和谐的人际关

系，关心和尊重他人，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能

克制自己，宽容和理解对方，正确处理合作与

竞争的关系；具有积极的社会责任感。 

1 

（二）生物课程要帮助学生掌握一定的健康常识，积极引导学生养成健

康的生活习惯，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要引导学生客观看待事物，了解合理宣

泄与倾诉的适宜途径；了解人际交往中的原则和方法，做到主动、诚

恳、公平、谦虚、宽厚地与人交往；掌握缓解压力的基本方法；认识

竞争的积极意义，正确应对失败和挫折；了解考试等特殊时期常见的

心理问题与应对等。高一至高三开设 36课时，计 2学分，安排如下： 

序号 内容 时间 课时 说明 

1 心理广播 
每周日下午

5:30—5:45 

三年累计可达

20课时 
学生会广电部志愿者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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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理健康国

旗下的演讲 

每学期至少

1次 
2课时  

3 主题班会 

高一高二每

学期至少 1

次 

4课时 

例如“如何正确处理同

学关系”、“我的情绪我做

主”等。 

4 
高三励志教

育讲座 
11月 4课时 聘请专家 

5 

高三学子考

前减压专题

讲座 

5月 3课时 聘请专家 

6 
学科渗透、全

员育人 
随时 3课时 

各学科教师都要关注学

生心理健康，多与学生谈心、

家访等，帮助学生调适心态、

健康发展 

（四）后勤服务中心每学期至少组织出版一期宣传版报，倡导健

康行为与生活方式：食品选购基本知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内容和

良好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等。 

（五）政教处利用多种方式开展疾病预防教育：常见疾病的预防

知识和方法；流行性疾病的一般发展趋势及对社会经济带来的危害；

HIV感染者与艾滋病病人的区别、艾滋病的窗口期和潜伏期、不歧视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患者，无偿献血等相关知识。每学期至少组织一

次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教育专题讲座：热爱生活，珍爱生命；青春

期常见的发育异常，发现不正常要及时就医。 

（六）法制安全处应利用版报、宣传栏或聘请专家讲座等方式进

行安全应急与避险教育，教育学生了解安全知识和基本的应急方法。 



 

 - 11 - 

第十四条  健康教育实施途径 

健康教育主要载体为《体育与健康》课程，各体育备课组在指定

范围内进行教学，利用雨、雪或高温（严寒）等不适宜户外体育教学

的天气时进行集中学习，每学期各安排 3学时。同时要充分利用班会、

团会、升旗仪式、专题讲座、墙报、板报等多种形式开展健康和卫生

知识宣传。  

 

第五章  体质监测 

第十五条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是一项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锻炼习惯，对全民健康素质的提高具有基

础性作用的重要政策。公共课部要依据《关于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和落实学校体育三个办法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要求，每学年定

期组织在校生参加体质健康测试，并上报测试数据。 

第十六条  测试内容及评分标准。 

（一）测试内容。①身高；②体重；③肺活量；④视力；⑤50

米跑；⑥立定跳远；⑦坐位体前屈；⑧1000米跑(男)/800米跑(女)；

⑨引体向上(男)/一分钟仰卧起坐(女)。 

（二）评分标准。学生体质健康评分标准。 

第十七条  实施流程及时间安排。 

（一）测试时间：期中考试后（11月中旬），各年级分别安排一

天时间进行集中测试。 

（二）测试地点：田径场、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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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测试方案：体育教研组要合理安排，结合天气情况，充分

利用场地、器材，规划好各班的测试时间和测试地点，确保测试工作

安全有序的完成。各年级各班要积极配合，必要时安排部分老师协助。 

（四）数据录入：学生基本信息及体测成绩录入由选项课教师负

责，测试时填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登记卡。11月 30日前完

成各班的电子表统计汇总工作，并将班级汇总表交给各年级体育备课

组长。 

（五）数据上报：体育备课组长 12 月 5 日前完成各年级数据汇

总、校验；12月 10日前完成全校体测数据上报工作；教研组长对全

校学生体测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六）数据公示：12 月 6 日—10 日，对三个年级的体测情况进

行公示，并发送到各年级主任，学生个人的体测情况在体测时即告知

学生本人，引起个人重视。 

（七）课改平台复核及认定：12月 20日前，在省课改平台上复

查复核三个年级所有学生的体测分数，填报湖北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

素质档案，完成学分认定等工作。 

第十八条  强基计划招生体测。教育部及各高校非常重视学生体

质健康。从 2020 年开始，教育部实施强基计划，各高校在强基计划

招生中需进行体质测试。各高校对于体测成绩的认证如下：一是同等

成绩下，优先考虑体测成绩优异者；二是体测成绩作为复试成绩的一

部分；还有部分高校对体测成绩不合格者一票否决。 

对可能取得高校强基计划招生资格的高三年级学生，高三年级应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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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组商定好训练时间，对其薄弱项目进行强化训练。 

 

第六章  条件改善 

第十九条  条件改善主要指改善学校卫生环境条件，努力创造促

进健康的校园环境，为学生创建健康的学习生活条件。学校深入开展

环境卫生整洁行动，进一步完善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学

校卫生保洁制度，做好垃圾分类、污水处理和清理卫生死角等工作，

有效改善学校环境卫生。 

第二十条  教学环境要求 

（一）教室：教室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 1.12 ㎡；教室前排课桌

前缘与黑板应有 2米以上距离；教室内各列课桌间应有不小于 0.6 米

宽的纵向走道，教室后应设置不小于 0.6 米的横行走道。后排课桌

后缘距黑板不超过 9米。  

（二）课桌椅：教室课桌椅桌面高 70 厘米至 76 厘米，座面高

40厘米至 44厘米。 

（三）黑板：黑板应完整无破损、无眩光，挂笔性能好，便于擦

拭；黑板下缘与讲台地面的垂直距离为 1～1.1米;讲台桌面距教室地

面的高度一般为 1.2米。 

（四）教室采光：单侧采光的教室光线应从学生座位左侧射入，

双侧采光的教室主采光窗应设在左侧；教室墙壁和顶棚为白色或浅色，

窗户应采用无色透明玻璃；教室采光玻地比（窗的透光面积与室内地

面面积之比）不得低于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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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室照明：课桌面和黑板照度应分别不低于 150LX和 200LX，

照度分布均匀。自然采光不足时应辅以人工照明；教室照明应配备

40 瓦荧光灯 9 盏以上，并符合节能环保要求。灯管宜垂直于黑板布

置。教室照明应采用配有灯罩的灯具，不宜用裸灯，灯具距桌面的悬

挂高度为 1.7－1.9米；黑板照明应设 2盏 40瓦荧光灯，并配有灯罩。  

（六）教室微小气候：教室应设通气窗；新装修完的教室应进行

室内空气检测，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的可投入使用，并保持通

风换气。 

第二十一条  生活与卫生设施要求 

（一）校园平面卫生。总务处负责校园平面卫生，重点是广场卫生、佑

铭楼、临湘楼、奥德赛楼、凝辉楼、求真楼、崇德楼、弘毅楼等楼栋所属的公

共场所环境卫生设施及卫生保洁。 

（二）学生宿舍：男、女生宿舍分区布置。一层出入口及门窗设置安全

防护设施；学生宿舍的居室，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保证学生一人

一床，上铺应设有符合安全要求的防护栏；宿舍保证通风良好；学生宿舍设有

厕所、盥洗设施。 

（三）食堂：学校食堂取得卫生许可证，食堂从业人员取得健康

证明后方可上岗；食堂距污染源 25 米以上；食堂有相对独立的食品

原料存放间、食品加工操作间、食品出售场所；食堂加工操作间最小

使用面积不小于 8平方米；墙壁有 1.5米以上的瓷砖或其他防水、防

潮、可清洗的材料装修的墙裙；地面由防水、防滑、无毒、易清洗的

材料装修；配备有足够的通风、排烟装置和有效的防蝇、防尘、防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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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排放以及存放废弃物的设施和设备；食堂有洗刷、消毒池等清洗

设施设备。采用化学消毒时，具备 2 个以上的水池（容器），不与清

洗蔬菜、肉类等设备混用。 

（四）生活饮用水：学校为学生提供充足、安全卫生的饮水以及

相关设施。学校每 50人配备 1个水龙头。 

（五）厕所：教学楼每层设厕所。女生按每 15 人设一个蹲位、

男生应按每 30人设一个蹲位，每 40人设 1米长的小便槽；厕所内设

置单排蹲位，蓄粪池应加盖。厕所结构应安全、完整，有顶、墙、门、

窗和人工照明。厕所安装大功率烘手器，张贴七步洗手法。 

（六）教室安装紫外线消毒灯。疫情期间，安排专人在教室无人

时开启消毒杀菌 1小时后关闭设备。 

第二十二条  医务室设施配备要求 

（一）医务室设置: 设立学校医务室，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对师生进行健康讲座，对大型流行性疾病期间的晨检、午检、

防控消毒、诊断治疗提供协助和指导，为师生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二）医务人员配备：配备 2 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1 名医生 1

名护士（至少有 1名女性）。 

（三）医务室设施与设备：医务室按工作需要进行功能分区，分

为值班室、诊室、治疗室、医护人员休息室。医务室具备以下基本设

备：视力表灯箱、杠杆式体重秤、身高坐高计、课桌椅测量尺、血压

计、听诊器、体温计、急救箱、压舌板、诊察床、诊察桌、诊察凳、

注射器、敷料缸、方盘、镊子、止血带、药品柜、污物桶、紫外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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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灭菌锅等。  

第二十三条  教室（含走廊）卫生要求 

（一）教室地面清洁卫生，桌椅摆放整齐，桌面书籍摆放有序，

无杂物。各班教室对应走廊区域（特别是沟槽）无堆积灰尘、外墙（包

括窗台）洁净无灰尘。 

（二）每节课后值日生擦黑板和讲桌，保持黑板及讲桌干净，黑

板槽内无粉尘，粉笔、教具摆放整齐。 

（三）保持教室电脑、电扇的清洁，门窗明亮洁净，清洁工具摆

放整齐，垃圾及时清理。 

（四）保持教室内外墙壁的清洁，墙壁无脚印、无污痕，天花板

无蛛丝。 

（五）教室有专人定时开关门窗，保持教室通风。 

（六）班级学生文明有礼，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不

带零食进教室，不在教室喧哗打闹。 

（七）班级文化布置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积极向上。 

（八）政教处每周两次不定期组织学生干部对教室卫生进行一次

检查打分，汇总统计，并及时公布。年级每天巡视时要关注班级卫生

情况，加强指导督促。 

第二十四条  寝室卫生要求 

（一）整体布置：生活用品统一合理定点摆放，整体布置美观大

方、格调健康高雅； 

（二）墙面：墙角无蜘蛛网，墙面无乱涂乱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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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床上用品：床铺蚊帐统一悬挂（或不挂），被褥叠成方状

并统一开口对门，床面不得堆放其他杂物； 

（四）桌面：整齐有序摆放学习用具，无其他杂物； 

（五）地面：地面整洁、无果皮等杂物，桌椅统一摆放，清洁工

具等其他杂物应整齐摆放在指定位置； 

（六）衣物、鞋子：干净衣物应整理入柜，不得挂在床沿，不得

在室内牵线凉衣，脏衣物应及时清洗，不得随意堆放；室内鞋子应统

一整齐放置； 

（七）洗漱间：脸盆、毛巾、牙刷、口杯等洗漱用品整齐放置于

指定位置，朝向统一； 

（八）寝室文化：具有健康向上的寝室文化布置及标识； 

（九）寝室管理员每天上、下午各检查一次每间寝室内的卫生并

打分，每周公布一次检查结果，每月评选星级寝室。 

（十）每天定时开窗通风，年级、班主任要对此加强教育，寝室

管理员要时时提醒督促。 

（十一）班主任要在生活上关心学生，教育学生（尤其是住在宿

舍一楼的学生）勤晒被子、枕头等。 

第二十五条  校园公共卫生要求 

（一）校园平面保洁要求 

1.每天早、中、晚三餐饭后 1 小时内清理校园垃圾桶（箱），确保所

有垃圾桶（箱）内无积压，垃圾桶（箱）周围干净。 

2.每天抹擦所有垃圾桶（箱）一次，保持垃圾桶（箱）外观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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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天清扫广场大台阶下卫生至少一次，保持台阶底下干净、整

洁。 

4.每天下午 4：00前抹擦尚学路圆形树池座面至少一次，确保无

灰尘。 

5.运送垃圾过程中及时清拣校园主干道白色污染物，确保垃圾房

周边无散落垃圾。 

（二）楼栋公共场所保洁要求 

1.早上6:40—7:20清理各楼层垃圾桶、套袋子，擦拭饮水机。 

2.上午 8：00—8：30 清扫教学楼两边路面包括清拣本楼栋四周

8米范围内的白色污染。 

3.8：30—9：40 再到各层清理垃圾桶一遍，男女厕面盆及厕所

粗渣清理，垃圾装车。 

4.9：50—11：30 楼梯及扶手先扫后拖次，整理劳动工具，将垃

圾运送至垃圾房。 

5.下午 2：10—2：40 查看教学楼两边的卫生、各楼层垃圾桶检

查及清理，清理饮水机上的茶叶等。 

6.2：40—3：40 拖茶水间及教师办公室的过道，一楼东西两边

大厅先清扫后拖地。 

7.4：00—4：30运送垃圾车到垃圾房。 

8.晚上 6：00—7:30，清理各楼层垃圾桶，冲洗则所(一天次)，

运送垃圾至垃圾房。 

9.一楼走廊及扶手拖抹每天一次，各楼垃圾桶清洗每周不少于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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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楼层天面墙面扬尘打扫每周一次，本楼内会议室每天保洁，参与校园大

卫生、会场、考场布置等应急工作。 

10.及时清除本楼内各处杂物，及时在维修群报告本楼栋内的各

种维修。 

（三）寝管处卫生要求：寝管处管理员除负责本部门房前屋后大环境卫生外，

还要做好本楼栋走廊、过道等公共部分卫生管理。 

（四）公共课部卫生要求：负责凝晖楼选课走班教室及体育馆等

运动场所卫生，室内标准参照教室卫生要求。 

（五）创建无烟校园：学校入口处有明显的“禁止吸烟”标识牌；

会议室、办公室等公共场所张贴统一的“禁止吸烟”标志牌，不摆放

烟具；利用多种形式进行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教育活动；教职工不准

在校园内吸烟，拒绝来访者敬烟，也不给来访者敬烟；推行“无烟办

公室”活动，努力做到全员禁烟，营造一个健康、文明的校园环境。 

第二十六条  后勤服务中心卫生要求 

后勤服务中心除负责本部门房前屋后大环境卫生外，还要按以下

标准做好本部门责任区卫生管理。 

（一）大堂卫生管理 

1.及时清拖。学生所洒菜水，所泼面汤，卫生人员当时立即清扫

擦净拖干。 

2.餐后清扫，上午拖地。每餐餐后及时打扫地面、清理桌面，每

天上午拖地。 

3.每周对大厅墙面、瓷砖顶部、餐桌与餐桌的接触处进行清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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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月对大厅的电扇扇叶、灭蝇灯进行清理。 

5.每学期对桌椅背部进行一次清洗和施灭虫药。 

6.每学期末对顶楼天沟、空调水塔进行一次清理。 

7.定期消杀，疫情期间，每餐餐后进行消杀。 

8.每餐餐后清理食堂门口洗手池，保证洗手池的卫生清洁。 

（二）仓储卫生管理 

1.库房经常通风、防潮。 

2.防止有害生物侵入，做到无蝇、无鼠、无蟑螂和无其他有害昆

虫及其孳生条件。 

出入库完成后及时放下挡鼠板。 

3.入库物资先进行去灰除尘，后再整齐码放。 

4.每日及时打扫入出库时卫生，保持库内干净整洁，门窗洁净明

亮。 

5.每周清扫一次库内卫生，保持房顶无蜘蛛网，地面无垃圾、杂

物，夏季重点做好防潮、防霉的工作。 

6.每周清扫一次货架、纳物箱、筐等，保持库房整洁。 

（三）操作间卫生管理 

1.每次使用后对工作台、砧板、菜筐、瓢盆、菜勺、灶台、锅铲、

桶、工作架、土豆去皮机等进行清洗。 

2.每次使用前对工作台、砧板、锅铲、瓢盆、菜勺、抹布、菜刀

等进行消毒。 

3.每天下班前对灶台底部、垃圾桶、水沟进行冲洗除垢，对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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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进行清扫。 

4.每周对调料盒进行清洗消毒一次。 

5.每月对配电箱、开关、灭火器柜进行清扫擦拭。 

6.每学期对电扇扇叶进行擦洗一次，对吊灯、紫外线灯进行检查

和去灰尘。 

7.各班班长为各楼层操作间卫生的第一责任人。操作间卫生实行

分区分片，责任到人，并作公示。楼层负责人每天对操作间卫生检查

不少于 1次，并作记录。每周六主任、管理员、会计人员、各班班长

进行卫生大检查，评出优劣。每两周进行一次卫生突击大检查，并评

出优劣。检查不合格实行扣款。大检查实行奖优罚劣。 

（四）窗口卫生管理 

1.每餐营业完后迅速清理台面、玻璃卫生，并消毒。 

2.窗口台隔每餐清理，不放置与售卖无关的物品。 

3.每天清理窗口玻璃间的杂物和垃圾。 

（五）卫生间卫生管理 

1.每餐餐后对卫生间地面、便池、洗手台面进行清洗清洁，检查

纱窗关闭状况，做好防蚊工作，夏季视蚊子多少，适时喷洒药剂灭蚊。 

2.每天对窗台、墙面、拖把池进行清扫。 

3.女卫生间每个便池放置装卫生用品的篓子，每天下班前清走。 

4.洗手台面放置师生洗手用品。 

5.每周对烘手机、照明开关进行卫生清理。 

6.定期对卫生间进行消毒，疫情期间每餐餐后进行消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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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每餐餐前 30分钟点燃檀香，持续 1小时。 

 

 

第七章  应急处置 

第二十七条  为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教育系统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将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对学校师生员工造成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确保学校师生员工的

健康与生命，保证正常教育教学和生活秩序，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

学校成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学校主要负责人担任

组长。 

第二十八条  在市卫健委、市教育局的指导下，建立健全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工作责任制度，并将责任分解到部门、落实到人。

制定符合学校实际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对策、措施及应急预案。 

第二十九条  总务处具体负责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学

校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措施。 

第三十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按以下流程报告。班主任（或其

它人员）→学校疫情报告人（总务处负责人，同时向年级通报）→疫情报告人

在 30 分钟内初步筛查→校长→（疫情报告人）→黄州区疾控中心和黄冈市教

育局。2小时内书面报告，不得延报。信息内容要客观详实，不得主观臆断，

不得漏报、瞒报、谎报。 

第三十一条  应急保障 

（一）信息保障。总务处建立健全并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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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传递、报送、处理等各环节运行机制，完善信息传输渠道，保

持信息传输设施和通讯设备完好，保持通讯方便快捷，确保信息报送

渠道的安全畅通。 

（二）物资保障。医务室建立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设施设备

（如传染病隔离场所、紫外线灯等）、消毒药品储备，为妥善处置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物资保障。 

（三）人员保障。总务处加强医务室工作人员的管理，要求医务室

人员熟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专业知识。 

第三十二条  善后与恢复工作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完成后，工作重点马上转向善后与

恢复行动，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正常秩序。对因传染病流行而致暂时集

体停课的，总务处在卫健局指导下对教室、食堂、厕所等场所进行彻底清

扫消毒后，方能复课；因传染病暂时停学的学生，必须在恢复健康，经有

关卫生部门确定没有传染性并出具有效的病愈证明后方可复学；因水源污

染造成传染病流行的，其水源必须经卫生部门检测合格后，方可重新启用。 

（二）学校在市教育局指导下认真做好或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受

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损害的相关人员的善后工作。 

（三）学校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反映出的相关问题、存在的卫生

隐患问题及有关部门提出的整改意见进行整改。 

（四）根据调查结果，学校对导致事件发生的有关责任人或责任

单位，依法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