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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 
 

第 444号 

省委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      签发人：张连三 袭 燕 

 

 

关于印发《山东省高等学校常态化 

疫情防控指导手册》的通知 

 

各市领导小组（指挥部），省直有关部门，各高等学校： 

为指导全省高校科学有效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有

序推进复学复课，我们组织制定了《山东省高等学校常态化疫情

防控指导手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原有印发文件中与本指导手册要求不一致的,以本指导手

册为准。 

 

附件：山东省高等学校常态化疫情防控指导手册 

 

省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 

2020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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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东省高等学校常态化疫情防控指导手册 

 

本手册主要用于指导山东省高等学校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防控工作。 

一、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 

1.健全组织指挥体系。调整充实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由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领导班子成员、相关院系、部门

负责人以及有关医护人员等为成员，全面负责疫情防控工作的

组织领导、协调实施、督查督办。 

2.健全防控责任体系。履行学校疫情防控主体责任，落实党

委书记、校长第一责任人责任，明确党员干部、师生员工每个人

的相应责任，做到责任到岗到人。对防控措施不到位、处置不力

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对不按要求报告、隔离，拒不

服从管理的师生员工一律严肃处理。 

3.健全跟踪督查体系。成立专门督查组，深入教室、宿舍、

食堂、图书馆、实验实训室、校园出入口等，实地检查值班值守、

健康检测、教学组织、人员管控、清洁消毒、饮食安全、后勤保

障、舆论引导等情况，督促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4.健全联防联控机制。自觉接受驻地市新冠肺炎疫情处置

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的领导指导，完善与驻地卫生健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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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监管、公安等部门的联防联控机制，设立定点医院和诊疗绿色

通道，明确联系人和联系方式，联合开展突发疫情应急处置演练

演习，确保一旦发生疫情能够做到第一时间有效处置。 

5.健全信息报送机制。建立健全学校、校区、院系、班级、

教师、学生沟通渠道。坚持 24小时值班制度，落实日报告、零

报告制度。一旦发现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或其他

异常情况，必须第一时间报告。 

二、开学准备 

6.完善防控工作方案。严格按照各地领导小组（指挥部）要

求，结合实际制定完善开学工作方案、日常防控方案、教育教学

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舆情应对预案，细化日常防控、应急处置、

教育教学等各项工作措施。建立健全入校人员体温测量和登记

制度、师生日检制度、缺勤登记追踪制度、健康教育制度、卫生

清洁及消毒制度等。 

开学工作方案经学校党委会研究、党委书记校长签字，报驻

地市教育、卫生健康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后，由驻地市领导小组

（指挥部）审批。未经批准的，不得开学。 

7.加强师生员工摸排。开学前，各高校全面排查掌握师生员

工包括保洁、保安、餐饮服务等后勤工作人员及其他临聘员工的

信息，逐一登记实行台账式管理，精准掌握 14天内本人及家庭

成员疫情重点地区（含境外）旅居史和接触史情况、所居住社区

（村居）21 天内发生疫情情况及身体健康状况，按照有关规定

确认返校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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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校全面摸排省内需返校师生员工中五类重点人群，指

导其在返校前到居住地医疗或疾控机构进行核酸检测，检测费

用由学校承担。重点人群须在检测合格后，凭检测证明返校报到。

五类重点人群包括：1.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2.

密切接触者；3.所在社区（村居）21天内发生疫情；4.近 14天

有发热等症状未痊愈者；5.14 天内本人或家庭成员有疫情重点

地区（包括境外、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等）旅行史和接触史。检测

结果每天 16:30前报省教育厅。 

8.做好防控物资储备。开学前，按照《学校疫情防控日常物

品配备标准》，储备可满足 14天所需的日常防控物资。校医院

（门诊部，下同）提前储备足量的防控应急物品、药品。 

9.设置隔离观察区域。按照与师生规模相匹配、远离人群密

集区、建筑物相对独立、易于管理的原则，在专业人员指导下，

设置校内隔离观察区。完善基本生活设施，配备安全防护物资，

配置医护、安保、保洁等人员。 

单独设置隔离观察区有困难的，主动对接驻地疫情处置工

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将学校纳入当地疫情防控体系。 

10.进行全面清洁消毒。对学校进行彻底清洁，加强校园内

教室、食堂、宿舍等学生重要聚集场所和洗手间、洗漱间的保洁

和消毒，彻底清理卫生死角。认真做好学校室内外的环境卫生。

正常情况下，以清洁为主，日常预防性消毒为辅。 

11.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开学前，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除

因特殊原因报学校批准外学生一律不准提前返校，校外无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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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一律不准进校门，师生进入校门一律核验身份、检测体温，发

烧咳嗽者一律实行医学隔离观察，不服从管理者一律严肃处理。 

12.强化全员培训演练。组织开展教职员工全员疫情防控知

识培训、开学返校流程演习和应急处置演练。开学前演练不足 3

次的，不得开学。 

13.严格留校学生管理。对留校学生每天检测身体状况，严

格外出审批管理，严禁聚集性活动，减少与校外人员接触，做好

生活保障和服务。把留学生、港澳台学生纳入统一防控体系。 

14.开展开学条件核验。及时向各市领导小组（指挥部）提

出开学条件核验申请，配合教育、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组

成的核验组开展核验。初次核验不合格的，5天内完成整改，并

再次接受核验。整改后仍不合格的，不得开学。 

三、开学组织 

15.确定具体开学时间。全省确定开学时间后，学校会同各

市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和教育教学实际研究确定具体开学时间。

原则上中高风险等级区域的学生暂缓返校，目前在境外的学生

暂不返校。 

16.组织分批错峰返校。在各市按照错时错峰原则，分学校

分生源分专业确定高校开学和学生返校名单后,结合学校实际，

按照研究生和毕业年级、其他年级的顺序，分期分批组织学生开

学返校。对省外学生，安排先行返校，进行核酸检测；对省内学

生，按照理工农医类专业学生、其他专业学生的顺序组织返校。

顶岗实习以及其他不需要返校即可完成学习任务的，暂缓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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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校应组织教职员工提前到岗到位熟悉工作流程，做好

组织学生有序返校工作。对学生因个人原因申请暂不返校的，经

家长确认，学校同意后可暂不返校。 

返校前，通过发放校内防控守则、召开网上班会等多种形式，

对全体返校学生进行疫情防控和应急预防知识教育。提前发放

开学流程图，告知注意事项、纪律要求及在校细则，指导学生做

好返校途中防护。事先统计学生返程信息，各地可安排专车或定

制公交统一接站。 

17.落实入校检测制度。返校当天，严格落实测温入校制度，

在学校指定区域设置临时留观区，在出入口划定体温检测通道，

安装隔离带，组织返校人员佩戴口罩、有序排队、保持安全间隔

距离，依次进行体温检测并登记。发现体温异常人员，立即启动

应急处置程序。 

在校内合理设置专门场所，配合驻地市领导小组（指挥部）

选派的专业人员在外省学生返校时逐一取样，进行核酸检测。检

测结果出来前，安排学生在宿舍就地等待，不得随便离开。 

18.上好复学第一课。开学第一天，组织对学生开展正确佩

戴口罩、保持手部卫生、保持“一米线”距离、宿舍教室通风等

防疫知识和防控技能培训，明确校园疫情防控要求。充分用好疫

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形成的宝贵教育资源，加强爱

国主义教育和思想政治引领，厚植家国情怀、增进爱国情感。联

合定点医院、疾控机构、公安机关等进行突发疫情应急处置演练，

形成第一时间有效处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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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学后日常防控 

19.实行校园相对封闭管理。实行学生外出审批制度，严格

教职工出入校园管理，师生员工入校一律进行体温检测。对外来

人员查验身份、实名登记、逐一检测体温，一律不准校外无关人

员和体温超过 37.3度的人员进入校园。 

20.落实日常防控措施。对师生员工实行晨午晚一日三检，

严格请假报告和缺课追踪制度。师生员工在校内空间密闭、人员

聚集的场所应佩戴口罩，固定活动空间，保持学习生活“1米线”。

图书馆、实验室等公共场所实行人员限流，严控报告会、讲座论

坛、比赛演出等聚集性活动。 

21.严格师生员工管控。组织教职员工每天上班前在家检测

体温并汇总，如体温出现异常，及时向学校请假并到发热门诊就

诊。要求教职员工固定活动轨迹，尽量做到“两点一线”往返家

校。提倡教职员工家庭成员缩小社会活动范围，做好家庭防护，

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师生员工应向学校签订承诺书，教职员工承诺做好家庭和

上下班途中防护；学生承诺遵守学校各项防控要求，如实、及时

报送身体健康状况。 

22.定时进行通风换气。各类学习、工作、生活场所要加强

通风换气，每次通风时间不少于 30分钟，每日不少于 3次。除

特殊天气情况外，教室、办公室应保持全天开窗通风。如使用空

调，应当保证空调系统供风安全，保证充足的新风输入，所有排

风直接排到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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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加强卫生清洁消毒。做好物体表面清洁消毒。应当保持

教室、宿舍、图书馆、学生实验实训室、体育场馆、餐厅等场所

环境卫生整洁，每日定期消毒并记录。对门把手、课桌椅、讲台、

电脑键盘、鼠标、水龙头、楼梯扶手、宿舍床围栏、室内健身器

材、电梯间按钮等高频接触表面，可用有效氯 250-500mg/L的含

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拭，也可采用消毒湿巾进行擦拭。应当加

强学校食堂、浴室及宿舍等重点场所地面的清洁，定期消毒并记

录。可使用有效氯 500mg/L的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 

24.做好垃圾管理清运。及时收集清运，并做好垃圾盛装容

器的清洁，可用有效氯 500mg/L 的含氯消毒剂定期对其进行消

毒处理。 

25.强化食堂安全管理。加强餐（饮）具的清洁消毒，餐（饮）

具应当一人一具一用一消毒。餐（饮）具去残渣、清洗后，煮沸

或流通蒸汽消毒 15分钟；或采用热力消毒柜等消毒方式；或采

用有效氯 250mg/L的含氯消毒剂浸泡 30分钟，消毒后应当将残

留消毒剂冲净。 

严格就餐管理，实施错时下课、错时就餐、拉开餐位距离，

采取分餐、打包、送餐等多种方式，减少聚集用餐。 

26.指导加强个人防护。校门值守人员、清洁人员及食堂工

作人员等应当佩戴口罩。食堂工作人员还应当穿工作服，并保持

工作服清洁，工作服应当定期洗涤、消毒。清洁消毒人员在配制

和使用化学消毒剂时，还应当做好个人防护。 

27.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在教室、宿舍、食堂、运动场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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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设置临时留观点，并配备相应防疫物资。发现体温异常人员，

严格按照省委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山东省高等学校突发

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办法》（第 215号）要求，做好临时留观、

转运诊治和善后处理等工作。 

28.统筹教育教学安排。学生入校后，高校及时开展学情评

估，诊断学生线上学习成效，有针对性地制定后续教学计划，调

整教学进度，帮助学生查缺补漏、答疑解惑，做好线上线下教学

衔接，将疫情对教学的影响降至最低。 

29.组织开展体育锻炼。合理安排作息时间，积极稳妥开展

校内文体活动，组织师生加强体育锻炼，每天不少于 1小时，保

障充足睡眠，保持良好心态，均衡膳食营养，避免过度疲劳。 

30.提供服务管理保障。加强食堂、宿管、饮水等后勤服务

管理，加强每日巡查检查，全力保障安全健康。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和心理咨询服务，培育学生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做好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对因疫情防控需要暂不返校学生、在境外

学生，加强思想引导、学业辅导和心理疏导。 

加强对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和学习、生活困难学生

的关心关爱，“一生一案”做好指导辅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