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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教育系统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方案 

 
为科学、规范、有序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预防控

制工作，保障全省教育系统师生员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

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和校园稳定，根据国家和我省相关法律法规，

结合教育系统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原则 

（一）防控为主。普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治知识，提

高师生员工自我防护意识和学校公共卫生水平。加强日常监测管

控，发现病例及时采取有力有效控制措施，迅速切断传播途径，

有效控制疫情传播和蔓延。 

（二）依法管理。按照国家和我省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落

实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主体责任，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预防、疫情报告和控制工作实行依法管理。对违法和失职行为，

依法追究责任。 

（三）快速反应。建立完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信息

监测报告网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建立有效工作机制，保

证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的配备，增强应急处理能力。按照“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要求，保证发现、报告、隔

离、治疗等环节紧密衔接，一旦出现疫情，快速反应，迅即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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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属地管理。全省教育系统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实行条块结合、属地管理。各级各类学校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受所在地党委政府领导，接受所

在地政府职能部门的指导和监督检查。

（五）协同联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主动加强与卫生防疫、

公安、食药监督等部门的协调联动，有效凝聚合力，共筑教育系

统疫情防控安全防线。

（六）统一行动。涉及全省教育系统疫情防控的重要事项和

重大决策，须统一数据统计、统一调度管理、统一信息发布、统

一宣传口径。各设区市教育局、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各

级各类学校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发布。

二、组织管理

（一）组织领导机构

省教育厅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以

下简称省教育系统领导小组），是全省教育系统防控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决策领导机构，受江苏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教育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根据疫情预测和变化情况，及时召

开会议，研究决定全省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事项和重大

决策。

（二）防控指挥体系

建立由省教育厅厅长任总指挥的全省教育系统应对新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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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体系。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

类学校（包括幼儿园）须成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

组织机构。高等学校要建立从校领导到院（系）领导到学生辅导

员到学生干部到寝室长的上下贯通的工作机制，确保教育系统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组织管理与协调指挥的高效畅

通。

（三）职责职能区分

1．省教育厅。指导和落实全省教育系统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及时收集教育系统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人员信息和防控工作情况，分析、研究教育系统防控工

作形势，提出各级各类学校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政

策、措施并组织实施；指导高等学校加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确保校园秩序稳定；及时总结

和推广各地各校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经

验和做法，组织有关专家对学校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提出指导意见；督导、检查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高校对

党中央、教育部、省委省政府有关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政

策措施的落实情况；根据疫情对学校教学安排及其它相关工作做

出及时调整。

2．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结合本地区教育系统实际情况，研

究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对策与措施并组织实施；制定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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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工作方案；监测与汇总上报所辖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

例发生情况；检查督促所辖学校落实各项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措施；总结推广学校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做法与经验。

疫情发生时，应根据所在地党委政府以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

的部署启动各自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并组织协调、督促检查所辖学校落实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措施。

3．各级各类学校。根据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的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制定本校

防控工作方案。建立健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责

任制度，并将责任分解到部门、落实到人；检查督促学校各部门

认真落实各项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开展对

学校师生的卫生宣传教育；建立每日学生缺课登记制度，查明学

生缺课原因；及时了解学生身体状况，发现发烧、咳嗽等症状的

学生，要及时到定点医院就诊，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早治疗；配合卫生部门做好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或疑似

病人的隔离消毒工作；及时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卫生等有关部

门汇报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发生情况。

三、日常性预防

（一）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宣教，普及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

知识，教育学生打喷嚏时要主动掩住口鼻，及时洗手，提高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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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

（二）搞好学校各类场所环境卫生，加强通风，保持空气流

通。

（三）公共上课场所（如音乐室、舞蹈室、电脑室）每进去

一批学生应消毒一次。

（四）开展手部卫生教育，各类场所应配备洗手龙头及洗手

液。

（五）若有老师或学生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

应戴口罩并及时就医，避免带病上课。

（六）学校校医室要储备一定数量的医用口罩、一次性手套、

洗手液、防护服和感冒药品。要有专人落实晨午检制度、因病缺

课登记和追访制度。

（七）建立健全校内有关部门和人员、学校与家长、学校与

当地医疗机构及教育行政部门的联系机制，完善信息收集报送渠

道，保证信息畅通。

四、应急响应

按照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启动教育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

级响应的紧急通知》要求执行。

（一）强化领导

省教育系统领导小组下设综合组、宣传组、基教组、职教（培

训机构）组、高教组、考试招生组、保障组、督查组。各工作组

职能分工见《关于印发省教育厅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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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机构及职责分工的通知》。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高等学校须于 1 月 31 日前成立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建立工作机制，制定工作方案，开展各项工作，

并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成立情况上报省教育系统领导小组综合

组。

（二）严格防控措施

1．落实疫情报告制度。1 月 31 日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

各级各类学校必须设立 24 小时值班及疫情监测联系电话。指定

专门人员负责每日 17时 30分前向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报告本地

本校疫情防控情况。春季开学前，报告包括重点疫情防控地区师

生情况、重点疫情防控地区提前返校人员情况、防控工作开展等

情况；开学后，报告包括本地本校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疑似

病例、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病例诊断改变(包括疑似病例转

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排除、转重症病例)、死亡病例、治愈出院

病例等信息。

春季开学后，各类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特殊教

育学校和幼儿园在校师生中出现临床诊断病例或疑似病例，要立

即将有关信息上报所在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卫生部门，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 1 个小时内，通过设区市

教育局上报省教育系统领导小组综合组；高等学校出现临床诊断

病例或疑似病例，要立即报告所在设区市教育局和卫生部门，并

在 1 小时内上报省教育系统领导小组综合组。 



—8— 

2．调整教学工作安排。春季开学前，各级各类学校须做好

教学工作调整应急预案、网络教学工作方案和“名师空中课堂”

教学指导方案并组织实施，根据教学反馈情况，不断改进；开学

后，普通中小学校、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

如发现 1 例疑似病例，可对疑似病人所涉班级暂停集中上课，并

与相关学生或教职工的家庭配合，做好在家医学观察及学生的学

习辅导、生活引导、心理疏导等工作。相关师生在家进行医学观

察 2 周后，如无新发病人或疑似病人，可再行复课。凡做出上述

决定的学校、幼儿园应报告所在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发现 1 例临床诊断病例或 2 例以上疑似病例，学校报请上级教育

行政部门批准后，对该班级及相关班级实行停课。当学校、幼儿

园发现有多名师生感染并临床诊断确诊（3 例及以上），学校可

报请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并经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后，

实行全校（或整个校区）停课，并及时报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停课放假期间，学校领导和教师要坚守岗位，注意加强与学

生及家长的联系，要求学生尽量少到公共场所活动。对于家庭确

有困难不能离校的学生，学校要给予关心并做出妥善安排。高等

学校在校师生中发现 1 例疑似病例，根据其活动范围，相应调整

教学方式，暂时避免集中上课。发现 3 例及以上临床诊断病例，

且控制流行有困难的，由省教育厅报省政府批准，实行全校（或

整个校区）停课。采取停课措施的班级或学校，应合理调整教学

计划、课程安排和教学形式，做到教师辅导不停、学生自学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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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不离校园。

3．采取隔离观察措施。春季开学前，所有学生均不返校。

对于零星返校的学生不要组织集体活动，采取分析学习的方式；

对来自重点疫情防控地区的学生，要居家或集中隔离观察两周。

开学后，对于新的从重点疫情防控地区返校的师生，一律实行为

期两周的隔离观察，发现临床诊断病例和疑似病例的学校、幼儿

园，对与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员要采取隔离观察措施。高等学校

发现 1 例临床诊断病例，对其所住公寓的楼层采取隔离控制措施；

同一公寓楼内发现 2 例及以上临床诊断病例，对整个公寓实行隔

离控制。隔离措施由所在设区市卫生行政部门发布公告、组织实

施，学校配合。在校外参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临床实习的学

生，如实习单位发现疫情，就地实行隔离观察。学校要及时通知

家长，并保持与学生的联系，了解其健康情况。校内家属区出现

疫情后，学校要在当地卫生部门的指导下，对家属区采取隔离措

施。学校要对在校内进行隔离观察的师生员工的生活做出妥善的

安排。

4．重点场所加强消毒。春季开学前，各级各类学校要做好

消毒物品、防控用品的储备，消毒人员的业务培训。开学后，每

日两次对教室、实验室、图书馆、食堂、学生宿舍、卫生间、礼

堂、浴室等公共场所及垃圾桶站进行消毒，并加强通风换气。发

现临床诊断病例和疑似病例的学校，要对患者活动过的区域、接

触过的物品采取重点消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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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强校园人员管理。春季开学前，各级各类学校尤其高

等学校应加强对学校人员出入的管理，对已在校的基建民工要实

行登记管理制度，并对基建工地实行相对封闭式管理，不允许工

程队随意招用外来民工，不允许将外来家属、朋友留住。加强对

校内商业网点、招待所、出租房屋各类人员的管理，对其活动范

围做出限制性的规定。学校要在居委会的配合下，加强对校内家

属区的管理。针对个别提前返校学生，学校要做好登记、询问、

报告、体检等工作，必要时应医学隔离观察。开学返校时期，特

别要做好返校学生的体温检测，所有返校学生需要填写健康卡，

学校进行初步排查。健康卡的内容应包括：学生自身身体健康状

况、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状况、是否有前往重点疫情防控地区、是

否接触重点疫情防控地区人员等。开学后，如发现临床诊断病例

和疑似病例后，立即采取隔离措施，视情送指定医院医治。严格

控制外来人员进出校园，要求师生员工减少外出，对进出校园的

人员实行登记制度。

6．严控校园聚集活动。春季开学前，各级各类学校不得在

规定的开学时间前举行任何形式的线下集中教学活动或集体活

动。开学后，各级各类学校自开学日起至解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前，一律暂缓开展跨校人员聚集性活动。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要严格控制本辖区教育系统人员到外省市参加交流、讲学、

参观、学习活动，一律暂缓到重点疫情防控地区参加活动。出现

疫情的学校，停止各类课外集体活动，学生体育锻炼活动应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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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进行。

五、责任追究

（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党政领导班子必须坚决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把

疫情防控这项当前最重要工作抓紧抓好。各地各校领导干部，特

别是主要领导要强化责任担当、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靠前指挥、主动作为，充分发挥好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落实岗位责任制、责任追究制和工作督查制。

（二）学校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爆发、流行，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追究学校和责任人的责任：

1．未建立学校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校长负责

制，或未按《学校卫生工作条例》要求设置专职或兼职校医和保

健教师的。

2．未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隔离、消毒制度饮食卫生

管理制度、预防接种制度，常见病防治制度，定期体检制度以及

健康教育制度等，或已建立制度但未落实的。

3．发生疫情后，责任报告人不报、迟报（2 小时以上未报

告为迟报）、漏报、瞒报或授意他人不报、迟报、漏报、瞒报疫

情的。

4．学校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后，不配合卫生行

政部门进行调查或不配合卫生行政部门采取控制措施的。

5．学校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后，妨碍和拒绝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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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应急措施。

6．对卫生行政部门或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的整改意见未按要

求时间进行整改的。

7．有其他与学校疫情发生直接相关的失职行为的。 

（三）学校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后，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通报批评，并提出学校所在地政府

追究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

1．未将学校传染病管理和常见病的防治作为对学校督导评

估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考核指标，或未按规定进行督导、考察和考

核。

2．未制定对校医或保健教师、有关人员培训计划或未定期

组织培训的。

3．学校发生疫情后，未及时上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未及

时赶赴现场组织处理的。

4．有其他与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直接相关

的失职行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