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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宁高职校关于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防控工作小组、各部门： 

为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区及教育系统关于疫情防控最新部署

要求，继续发扬江宁高职校党员干部齐心协力抓防疫的奋斗状态，

强化敏感性、超前性，慎终如始、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坚决筑牢疫情防控防线，现通知如下： 

一要高效运转。坚持思想不松、机制不变、队伍不散，学校

疫情防控 6个工作小组要迅速运转，健全各项防控工作制度，确

保服从指挥、各司其责，反应迅速、运转高效。 

二要精准防控。突出“重点区域、重点人、重点节点、重点

事”，坚持按照规范要求，做好全校师生员工的晨、午、晚检和“日

报告”“零报告”工作；做好有重点地区旅居史和与病史人员密切

接触者的健康监测管理；做好食堂、教室、实训室、宿舍、卫生

间等场所的通风消毒和安全管理；隔离室防护、消毒物资配备到

位；加强防控和安全应急演练；做好防疫用品的垃圾分类工作。 

三要联防联控。坚持全校“一盘棋”，健全“部门联动、条块

结合、群防群治”的防控体系，各部门要统筹做好体温检测、健

康码查验、通风消毒、人员培训、信息报送、值班值守、保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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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工作。 

四要常态防控。学校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要做好面上统筹和督

促检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各防控工作小组和各部门要坚决落

实防控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附：1.江宁高职校疫情防控组织机构 

2.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及责任分工 

 

 

江宁高职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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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江宁高职校疫情防控组织机构 

（一）领导小组 

组长：王小林 

副组长：徐丽 

成员：王世鸿、陈为高、孙旺利、刘江华、徐晓明、龚银宝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主任：李健 

成员：潘磊、李家柏、曹三燕、何广军、姜伟国、黄永元、刘祥 

胡进 

（二）工作小组 

1．在校学生防控工作小组 

组长：徐晓明 

成员：朱连勇、陈伟忠、潘磊、金灿灿、汪洪剑、孔令兵、袁峰 

2．实习学生防控工作小组 

组长：刘江华 

成员：陈东升、柳增亮 

3．教职工防控工作小组 

组长：陈为高 

成员：王光勇、邓其军、姚雪莲、考书珍、杨万海、王才德 

4．入校企业防控工作小组 

组长：孙旺利 

成员：陈东升、曹三燕、褚强 

5．防控督查工作小组 

组长：王世鸿 

成员：施国祥、张昌宝、邓其军、姜伟国 

6．系部防控工作小组 

组长：系部主任 

副组长：系部副主任 

成员：干事、全体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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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及责任分工 

  防控工作要求 责任领导 责任部门 责任人 

一、组织保障和

制度建设 

1.加强组织领导 

进一步完善《三案十制》，三案：学校疫情防控工

作方案、开学工作方案、应急处置预案；十制：学

校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晨午检制度、因病缺勤病

因追踪制度、复课证明查验制度、健康管理制度、

传染病防控健康教育制度、通风消毒制度、环境卫

生检查制度、免疫预防接种查验制度、临时隔离观

察室（临时等候区）制度。卫生工作台账 19 本其

中有 10 本和传染病防控有关，也需要根据新的要

求及时修订完善。 

王小林 

徐丽 

领导小组 

办公室 

李健 

潘磊 

2.加强联防联控 

依据“预防为主、信息共享、措施联动、服务师生”

的原则，突出“重点区域、重点人、重点节点、重

点事”防控，强化教室、食堂、宿舍、实训室等重

点场所疫情防控及安全管理，强化国内境外疫情重

点地区、无症状感染者、有重点地区旅居史或病史

人员的健康检测管理。 

陈为高 

孙旺利 

徐晓明 

教务科 

后勤科 

学生科 

王光勇 

邓其军 

曹三燕 

刘祥 

朱连勇 

陈伟忠 

3.落实学校主体责任 

校长为学校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要严格把好校

门，严格执行“五个一律”，即未经学校批准学生

一律不准返校、校外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校门、师

生进入校门一律核验身份和检测体温、对发烧咳嗽

者一律实行医学隔离观察、不服从管理者一律严肃

处理。 

孙旺利 

徐晓明 

安保科 

体卫艺科 

李家柏 

潘磊 

二、人员管控 4.师生员工出行管控 

正常教学期间，原则上不得出校，如必须出校，需

严格履行请销假程序，并规划出行路线和出行方

式。 

孙旺利 安保科 李家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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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风险排查与健康状

况监测 

加强师生员工及其共同居住人群风险接触信息排

查与健康状况监测，加强缺课（勤）报告和病因追

踪，严禁带病上课、工作，坚持“日报告”“零报

告”和“晨午晚检”制度。 

徐晓明 体卫艺科 潘磊 

6.食堂从业人员管控 每日开展体温检测等健康管理工作。 孙旺利 后勤科 
曹三燕 

刘祥 

7.控制校内人员密度 

在入校、离校、课间休息、用餐、如厕等环节加强

组织管理，所有可能引起聚集的场所均需设置 1米

线。所有外来人员一律不得入校，特殊原因必须入

校，需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做好体温检测、查验苏康

码等工作，并做好记录。 

孙旺利 
安保科 

后勤科 

李家柏 

曹三燕 

刘祥 

8.境外归来或同住家

人从境外归来 

境外归来的师生员工需提供 14 天集中隔离解除报

告、两次核酸检测合格报告以及 14 天居家隔离期

间的两次核酸检测报告，苏康码绿码，体温正常方

可返校；师生员工同住家人从境外归来，该师生员

工需先居家隔离，待提交境外归来同住家人的 14

天集中隔离解除报告、两次核酸检测合格报告以及

14 天居家隔离期间的两次核酸检测合格报告，苏

康码绿码，体温正常后方可返校。 

徐晓明 体卫艺科 潘磊 

三、口罩佩戴 
9.工作人员需佩戴口

罩 

学校门卫、清洁人员、食堂工作人员、卫生保健人

员需按要求在校内配戴口罩，其他师生可不配戴口

罩，但应随身备用一次性医用口罩或相当防护级别

的口罩，在人群聚集或者上放学门口及途中按要求

配戴。 

孙旺利 

徐晓明 

安保科 

后勤科 

体卫艺科 

李家柏 

曹三燕 

刘祥 

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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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品安全管

理 

10.持续做好食堂管

理制度建设 

持续做好“阳光食堂监管服务平台”的使用工作，

落实“校长陪餐制度”并按要求做好台账记录。 
孙旺利 后勤科 

曹三燕 

刘祥 

11.食品采购加工餐

具消毒管理 

加强学校食堂和供货方各环节从业人员卫生防护

和健康排查。严格执行原材料索证管理，食物要烧

熟煮透，不提供生冷食物，避免使用进口食材尤其

是海鲜制品，做好食堂场地与餐饮具日常消毒，重

复使用的餐饮具要做到“一人一餐一消毒”。 

孙旺利 后勤科 
曹三燕 

刘祥 

五、重点场所管

控 

12.校园门口 划定 1米线、错时上下学、进门测体温。 孙旺利 安保科 李家柏 

13.教室 

每日清洁消毒、课桌保持一定距离、每日开窗通风

不少于 3次，每次通风时间不少于 30分钟、空调

使用需定期开展清洗消毒工作。 

陈为高 

孙旺利 

各系部 

后勤科 

系部主任 

曹三燕 

刘祥 

14.食堂 

学生就餐应遵循分时、错峰就餐原则，避免扎堆就

餐减少交流，打饭窗口人员需保持一定距离，教育

引导师生餐前餐后必须洗手，做好餐厨垃圾的清

理、分类和投放。加强对食材采购、存储、加工和

销售等环节的卫生安全管理，严格执行食品进货查

验记录制度。 

孙旺利 后勤科 
曹三燕 

刘祥 

15.厕所 每日进行清洁消毒，配备洗手液和擦手纸。 孙旺利 后勤科 
曹三燕 

刘祥 

六、师生出现疑

似感染症状处置 

16.师生入校前 

入校前如出现发热、咳嗽、乏力、鼻塞、流涕、咽

痛、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向学校报告，采取居家观

察或就医排查等措施，热退及其他症状消失后 48

小时，腹泻呕吐样症状消失后 72小时方可返校。 

徐晓明 体卫艺科 潘磊 

17.师生在校期间 

在校期间出现发热、咳嗽、乏力、鼻塞、流涕、咽

痛、腹泻等症状，应当立即上报领导小组和区教育

局普教科、防疫机构，第一时间采取隔离，严格按

照“点对点”协作机制有关规定及时去定点医院就

医。学校要安排专人负责做好随访，掌握其健康状

况，要做到“排查、管控、督导、宣教、关爱”五

徐晓明 体卫艺科 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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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位。师生痊愈后，非传染性疾病由校医依据班主

任日常随访情况出具复课证明、传染性疾病由相关

医疗机构出具复课证明方可返校复课。 

七、坚持人物同

防多病共防 

18.健康知识培训 

要结合教育部疫情防控技术指南要求，结合新冠

肺炎和秋冬常见肠道、呼吸道传染病的特点分别

制定具体防控方案，积极组织开展师生健康知识

培训、应急演练等工作。 

徐晓明 体卫艺科 潘磊 

19.落实晨午晚检 
要认真落实晨午晚检、因病缺课病因追查和登记等

防控措施，杜绝带病上课。 
徐晓明 

学生科 

各系部 

朱连勇 

系部主任 

20.快递投放点管控 

要强化快递投放点的硬件设施，投放点应分开设

置，防止人员密集等情况，外来投放人员需进行体

温测量。要安排专人每日对投放点进行通风、消毒，

要建立投放点的分区投放制度，避免相互污染。学

校要强化对快递业务疫情防控工作的主体责任，定

期对校园内的投放点的硬件设施、日常消毒和通风

措施、环境和人员的检测、常规防控措施和其他防

控措施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孙旺利 后勤科 
曹三燕 

刘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