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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财院委〔2023〕1 号

各党总支、各处（室、中心）：

为指导学校做好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

的疫情防控工作，最大程度保障师生生命健康安全，最大限度

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根据《省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学校防

控组 综合工作组 关于印发〈江苏省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

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苏校防〔2023〕2 号）文件规定要

求，结合我校疫情防控实际，学校制定了《江苏财经职业技术

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

各部门（单位）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23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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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高效统筹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和教育教

学工作，全力确保师生生命健康安全，持续保障学校正常秩序，

根据省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学校防控组、综合工作组联合制定

的《江苏省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苏校防

组〔2023〕2 号），结合学校疫情防控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方案（第十版）》和《学校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操作指南》相关要求，坚持“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依法科学、分级分类”的原则，坚持常态化防

控和疫情流行期间应急处置相结合，压实“四方责任”，围绕

“保健康、防重症”，科学高效统筹我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

情防控和教育教学工作，守住不发生大规模校园聚集性疫情的

底线，最大程度保障师生生命健康安全，最大限度维护正常教

育教学秩序，全力确保学校安全稳定。

二、主要措施

（一）调整优化校园检测策略。学校不再开展全员核酸筛

查，疫情防控后勤保障组牵头负责对校内从事餐饮、宿管、物

流、保安、保洁等重点人员每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

我校师生员工出入校门和校园公共区域不要求提供核酸证明，

非疫情流行时校外人员进入我校不再查验核酸证明，疫情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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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流行高峰时保卫处要负责查验校外人员核酸证明或现场开展

抗原检测。

（二）科学安排教育教学方式。没有疫情情况下，学校各

教学单位开展正常的线下教学活动。疫情流行高峰期间，根据

实际情况，学校可实施分区管理。校内发生疫情后，在学校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下，及时采取减少人际

接触、实施线上教学、调整教学安排等疏散人员措施。教学工

作组、学工工作组牵头负责学校教学、科研、实习、考试等相

关教学活动以及毕业生就业工作，根据疫情适时作出合理调整

安排，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教务处、学生处、合作

交流处、各二级学院进一步健全学生实习实训、就业等管理制

度，会同校外有关单位为学生实习实训和就业提供安全保障和

便利条件。疫情解除后，学校各教学单位要及时恢复正常教育

教学秩序。

（三）增强学校疫情防控能力。后勤保障组要扩充资源、

改善条件、充实力量、提高能力，建立与淮安市相关医院（淮

安市经济开发区医院）的业务联系和工作对接，设立发热诊室，

实行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面向师生公布热线电话、提供师生

在线医疗咨询服务。对校医务室、健康驿站从业人员开展应对

新冠病毒感染防治全员专业培训，提高医务人员对病症的识别

能力和用药指导水平，为校内阳性感染者提供及时、专业用药

指导。疫情流行高峰期间，后勤保障组可利用校内训练馆等大

型场所增设发热诊疗点，提供快速便捷医疗服务。后勤保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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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发挥校内医务室的学校健康管理中心作用，可返聘近年

内退休医务人员以及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到校兼职，充实校内医

务人员力量。

（四）加强校内健康驿站建设。在淮安市卫生健康和教育

等部门指导支持下，根据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健康驿

站建设管理指引（试行）》，科学统筹校内外资源，加快健康驿

站建设，学校成立由校长为组长的健康驿站管理工作专班，下

设相关专项工作组，明确细化工作分工，健全运行机制，完善

基础条件，压实工作责任，增强健康驿站管理和运行能力。工

作专班要按照在校师生人数和防疫需要科学确定床位数，配备

足量医护和服务保障人员、防护物资、医疗药品和器材，完善

与亚定点医院、定点医院对接机制，建立专业救治绿色通道、

师生员工基础疾病登记、60 岁以上老年教职员工登记等工作机

制，根据需要为校内无症状感染者、轻型病例提供临时健康监

测或适当对症治疗，一旦人数超出学校承受能力，学校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淮安市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由淮

安市政府相关部门优先统筹安排，出现重型、危重型病例，及

时转入定点医院收治。工作专班要加强校内健康驿站运行管理，

建好管好用好在站学生健康观察、日常健康巡察、发热接诊、

分检预警电子台账，细化管理学生入站、在站、出站，分级分

类识别临床病情和及时转运就医等关键环节，确保健康驿站安

全有序规范运行。

（五）储备充足药品和物资。后勤保障组要按照我校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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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总数的 15 %—20%动态储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症治疗药

物，包括退烧、止咳、止泻等药品。根据校内师生员工加强自

身健康状况监测需要，储备充足的抗原检测试剂。根据师生员

工日常防护需要，储备足够的医用口罩、消毒用品、安全测温

设备等常用防疫物资，并确保有 2 周以上的储备量。后勤保障

组要建立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治疗药物和常用防疫物资稳定

保供渠道，保证疫情流行高峰期间和应急情况下足量供应。此

外，根据防疫要求和学校实际，储备足量的生活必需物资。

（六）协同建立专业救治绿色通道。后勤保障组与淮安市

卫生健康、疾控和教育等部门实行校地协同，建立我校与相关

医院的稳定对接机制，协调对口医院（淮安市经济开发区医院）

包联我校，后勤保障组要安排专人与相关医院做好人员的对接

工作，健全将校内有关病例转至相关医院专业救治的绿色通道，

按照分级分类收治原则，细化校内感染者分级诊疗办法，中型

病例转诊至亚定点医院；以肺炎为主要表现的重型、危重型病

例和需要进行血液透析的病例，在定点医院治疗；以基础疾病

为主的重型、危重型病例，转诊至有救治能力的三级医院。后

勤保障组协同对口医院（淮安市经济开发区医院）开展多场景、

实操性转诊救治应急转运演练，及时发现解决堵点和漏洞，提

高转运效率，确保一旦出现重型和危重型病例，迅速激活绿色

通道应急救助体系，快速精准响应，做到“点对点”“人对人”

流畅对接。

（七）加强开学前及返校后健康监测。教工工作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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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国际教育学院牵头负责，各部门（单位）要加强师生

员工日常健康监测，提醒督促师生员工出现发热、干咳、乏力、

咽痛等症状时，不带病到校工作或学习。开学返校前一周，学

生居家每日开展测量体温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临床症状观

察等健康自测，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等症状应检测抗

原或核酸，如检测结果确认感染新冠病毒，须如实报告学校，

暂缓返校。春季学期开学，师生员工返校后连续 7 天开展健康

监测，尽量减少聚集性活动，严防疫情传播、扩散。各部门（单

位）要加强师生健康监测，落实晨午检制度、传染病疫情报告

制度、因病缺勤缺课追踪登记制度等，建立学生健康信息电子

台账，提高疾病监测预警信息化水平。

（八）加强师生日常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舆情引导组要

会同教工工作组、学生工作组、后勤保障组通过校园网、微信

公众号、学校 APP 等线上资源，以及公告栏、校园广播等线下

资源，多种形式开展健康教育和传染病防控知识宣讲培训，引

导师生树牢并自觉践行“健康第一”理念，当好自身健康第一

责任人。我校全体师生员工日常生活中要坚持戴口罩、勤洗手

等良好卫生习惯，加强体育锻炼，保持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

方式，提升防病意识、自我防护能力和健康素养。教工工作组、

学生工作组牵头方负责，各部门（单位）在保护好个人隐私的

前提下，摸清师生员工疫苗接种、新冠病毒感染、心理健康、

基础疾病和身体健康有特殊需要的人群底数，建档立卡，跟进

服务，并建立兜底帮扶机制，会同社区开展我校师生员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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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健康调查，开展健康管理。

（九）加强校园日常公共卫生管理。健全学校公共卫生体

系，有针对性地开展校园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

政策。后勤保障组要保持教学区域、公共生活区域等场所日常

通风换气和清洁消毒；在校舍入口、楼梯入口、电梯入口等位

置摆放共用消毒用品，师生员工进出时可自行做好卫生消毒；

改善学校食堂、图书馆、体育馆、公共浴室、卫生间等公共场

所通风条件，扩大物品间距。国有资产管理处、后勤服务中心、

总务处等部门要加强校园食品、饮用水安全管理和经常性检查。

疫情流行高峰期间，后勤服务中心可在食堂餐桌上安装隔板，

师生员工错峰就餐，设立单向流动通道。图书馆要加大馆内阅

览室、自习室等场所的桌椅间距，合理分配空间，保持安全距

离。

（十）加强老年教职员工健康保障。学校要将老年教职员

工作为健康保障重点人群，离退休工作处要摸清老年教职员工

健康状况底数并建好台账，及时了解其健康状况和就医需求。

完善诉求反映机制，用好校内外医疗、护理和服务资源，为老

年教职员工提供便捷的医疗和健康服务。对于空巢独居、特困、

重病、失能等重点老年教职员工，要按照“一人一策”的原则，

建立快速准确联系渠道，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就医渠道畅通，最

大限度降低病死率。

（十一）加强师生引导和心理疏导。舆情引导组要会同教

工工作组、学生工作组、各二级学院密切关注师生思想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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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价值引导，激发学生青春责任与担当。深入阐释抗疫政策

和三年来取得的重大成果，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唱响主旋

律，树立正能量，增强学生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勇气。加强舆情

监测，完善诉求反映渠道，做到“接诉即办”。针对不同表现形

式的突出心理问题，为学生提供针对性强、常态化、多形式的

心理健康指导和援助，做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及

时化解学生恐慌、焦虑等负面情绪。强化心理重症和危机识别

与干预，及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十二）加强康复期健康指导。后勤保障组、教工工作组、

学生工作组共同组织指导校医务室、健康教育教师、心理教师、

专兼职辅导员、学生干部等骨干群体，通过主题班会、宣传栏、

公众号等不同形式，从营养饮食、正常规律作息、适度运动、

日常个人防护等方面，加强对感染师生员工康复期的健康指导，

引导师生员工做好康复期健康管理，不组织或要求处于康复期

的师生员工参加剧烈运动。

三、组织保障

学校要认真落实疫情防控工作主体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本部门

（单位）疫情防控工作第一责任人，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在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下，

完善学校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应急预案，统筹解决学校疫情防

控重大问题，定期开展相关培训和应急演练,推动相关措施落实

到教育教学管理服务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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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1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