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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教体字〔2019〕82 号

永城市教育体育局
关于印发《全市教育系统校园及周边
安全建设年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中心校、局属学校（幼儿园）：

现将《全市教育系统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活动工作方案》

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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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教育系统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
活动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全省“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活动方案》，

扎实推进全市教育系统深入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活动，

确保活动取得明显成效，实现“两提升、两下降、五个不发生”

工作目标，特制定《全市教育系统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工作方

案》，具体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严格按照“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

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总要求，认真落实教育行政部门

行业管理责任、学校主体责任，强化学校内部管理，配合协调有

关部门整治校园及周边秩序，打击各种侵扰破坏正常教学秩序的

违法犯罪活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实现安全管理制度完

善，安全防范基础扎实，安全责任体系健全，安全防范能力明显

提升，校园安全事故明显减少的目标。

二、主要工作

（一）强化组织领导。积极落实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和学校安

全主体责任，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健全党政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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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其他负责人为

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体系，把安全工作纳入学校年度工作计划，定

期召开会议研究工作，落实工作机构、人员、经费。中小学根据

教育部《中小学校安全岗位工作指南》要求，细化学校各层面、

各岗位的安全职责，并做到职责上墙。相关各岗位管理和工作人

员对具体相关安全工作制度、职责知晓率达 100%。

（二）加强安全、法治和心理健康教育。落实安全教育课时、

教材、经费、师资，中小学每学年不少于 12 个课时。将安全教

育与德育、法治教育、生命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有机融合，把

敬畏生命、保障权利、尊重差异的意识和基本安全常识根植在学

生心中。加强师生心理健康教育，做好心理健康和心理危机排查，

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情况；有针对

性的做好中小学生沉迷网络的教育引导工作。加强安全应急演练，

中小学每月、幼儿园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应急疏散演练情况。

（三）夯实安全防范基础。按照要求配齐配强专职保卫人员

和专业保安，门卫值班室按执勤人数配齐防卫器械；校园重点部

位进行安防系统建设，完善入侵报警、视频监控、紧急报警等装

置和电子巡查系统建设；根据校园及周边治安、交通环境实际，

在学校周边设置减速带、警示标志等，在学校门口设置隔离栏、

升降柱等硬质防冲撞设施；乡镇农村校园逐步完善围墙等物防设

施，实行封闭管理。中小学、幼儿园力争做到“五个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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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配齐专兼职保卫人员和落实门卫值班制度的校园数达到100%，

符合安装条件的学校，硬质防冲撞设施安装率达到 100%，在大

门口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的校园数要达到 100%，在学生正课

时间落实封闭式管理制度的校园数要达到 100%，在学校门卫值

班室设置一键式紧急报警装置并与公安机关联网的校园数要达

到 100%。

（四）加强校园内外管理。学校严格落实门卫值班制度，建

立外来人员、车辆登记以及学生、幼儿接送等安全管理和安全检

查制度，严禁未经许可人员进入校园；严防管制刀具、易燃易爆

等危险物品带入校园；要落实每日值班制度，学生上、下学期间，

严格执行学校领导带班、教师值班制度，安排一定数量的教职工

担任治安员，参与校园内部安全管理和治安执勤；加强校内巡逻，

寄宿制学校实行夜间巡逻，确保 24 小时有人值班值守；加强教

学楼教学活动管理，尤其是课间操和早晚自习时，明确值班教师，

安排好学生疏散时间和楼道上下顺序。加强大型集会、实习实训、

集体外出等集体活动管理，严防踩踏、人身伤害等意外事故的发

生。

（五）加强教职工管理。做好校园内部工作人员背景审查工

作，严把准入关；要定期开展排查，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

及时通报公安机关，并配合做好管控工作；对品行不端，不适合

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要及时调离并妥善处理；落实师德“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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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制”，严肃处理师德失范行为情况，防范和避免内部人员发

生侵害学生的事件；全面掌握学生、教师思想动态，了解学生间、

教师间、师生间及学生家庭的矛盾，及时化解；动态掌握校园及

周边有潜在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易肇事肇祸、扬言报复社会、

重点上访、吸毒、心理失衡、对社会不满、曾因涉及违法犯罪活

动被打击处理、闲散青少年等各类重点人员底数，逐一登记造册。

（六）加强师生交通安全。加强师生用车、校车管理，司机、

车辆必须证照规范、齐全，不得使用超期报废和有安全隐患的车

辆接送学生，接送师生的校车必须由专人负责，并经常进行安全

检查。强化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教育、驾驶员、随车照管人员安

全教育培训。积极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在学校门前道路设置交通

警示标志、斑马线、上下学时段要有交警疏导交通、建立临时停

车位等。

（七）加强饮食安全和疾病防控。学校食堂必须办理食品经

营许可证，食堂从业人员必须持健康证上岗，每年必须进行健康

检查，接受食品安全培训；严格管控食品原材料采购、加工、制

作、清洗消毒、留样管理等关键环节；禁止采购无食品标签、无

生产日期、无生产厂家及超过保质期的米面油等食品及原料；中

小学幼儿园食堂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比例达到 70%以上；

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超市等食

品经营场所，确有需要设置的应当依法取得许可，杜绝出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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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五毛”和高盐高糖高脂食品；学校自主经营的食堂应坚

持公益性原则，不以营利为目的；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的农村义务

教育学校食堂不得对外承包或者委托经营。落实生活饮用水卫生

许可制度、传染病和常见病、校内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学校

生活饮用水及自备水源，必须经检测合格后，方可作为供水水源；

严格落实预防接种证查验制度、晨午检和因病缺勤追查与登记制

度；加强健康教育。

（八）加强消防、危险化学品及特种设备安全。认真组织开

展电气火灾、高层建筑防火、危化品综合治理；按照有关要求，

配置消防设施、器材及基本的灭火救援装备，并定期组织检测维

修，确保消防设施和器材完好；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日常防火

检查巡查、建筑消防设备设施和安全出口及疏散通道要符合要求；

重点单位要建立微型消防站；按照要求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定期

组织演练，将消防知识教育纳入军训内容；危险化学品仓库设置

要符合要求，无安全隐患；严格执行国家《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对危险化学品实行专室存放、铁门铁锁、双人双锁，并

建立严格的进货、购买、领用、登记等管理规范；要保证实验设

施设备安全运行，重点部位设置自动监控、泄漏检测报警、通风、

防火防爆设施并保持运行良好；加强锅炉、电梯、压力容器、管

道以及气体钢瓶、高压灭菌锅等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特种设备

管理人员须持证上岗，加强对特种设备日常检查保养，委托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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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定期检测维修。

（九）强化教学教育设施安全。校舍及基础设施设备必须符

合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认真落实校舍及内部设施定期检查报告、

维护维修、改造验收制度；对老化校舍、陈旧设施及时维修更新，

校内无 D 级危房、危墙等。根据实际建立学校安全事项专项认证

及采信推广机制，对学校使用的关系学生安全的设施设备、教学

仪器、建筑材料、体育器材等，要按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和自愿

性产品认证规定做好相关认证工作。

（十）做好预防未成年人溺亡。通过公共安全教育课、校园

宣传、永城市学校安全教育平台组织开展防溺水专题教育，通过

校讯通、短信、微信等向学生家长每周发送不少于一次防溺水提

醒信息情况，组织发放教育部《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和省专项办《告家长书》，强化学生“六不一会”（即不私自下水

游泳或到水边玩耍嬉戏；不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

监护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水域游泳；不到不熟

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下水施救；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

报警方法）要求，增强中小学生自我约束能力。

（十一）切实做好思想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认真落实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强课堂、论坛、讲

座、研讨会、校园网、学生社团等管理；积极防范对学生的传销、

诈骗、校园贷和社会人员进入校园煽动、串联、制造事端等；认



— 8 —

真开展反恐反邪教防渗透工作；积极排查整治校园周边非法宗教

聚会点；强化网络安全，严格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按照

《网络安全法》规定，全面推进重要信息系统定级备案、等保测

评和问题整改；按照国家信息安全政策和标准规范要求，建立健

全信息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加强网络与信息系统防病毒、防攻击、

防篡改、防瘫痪、防泄密等技术措施情况。

（十二）防范校园欺凌。建立健全协调机制，教育行政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防治学生欺凌的工作协调机制，学校成立学生

欺凌治理委员会。加强教育宣传，每学期开学时集中开展教育，

定期进行学生欺凌防治专题教育，组织教职工集中学习对校园欺

凌事件预防和处理的相关政策、措施和方法等，对家长开展培训，

引导广大家长增强法治意识，落实监护责任。建立健全防治学生

欺凌工作各项规章制度，制定完善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处理制度、

措施，建立校园欺凌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定期开展针对全体学生

的防治学生欺凌专项排查，及时查找可能发生欺凌事件的苗头迹

象或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欺凌事件，积极处置校园欺凌事件，

严肃处理实施欺凌的学生，对涉嫌违法犯罪及时向政法部门报案

并配合处理。

（十三）配合落实校园周边治安防范措施及净化环境。组织

力量深入开展对校园周边治安乱点、安全隐患突出场所、黑恶势

力和脏乱差环境排查摸底，梳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排查工作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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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细致，不留盲点和死角，既要排查出那些浮在面上的问题，也

要注意把握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更要注意发现那些重大治安

隐患。建立排查工作台账，主动联合有关部门开展整治，推动落

实校园周边治安防范措施，净化周边环境。

三、工作步骤及时间安排

全市教育系统“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活动从 2019 年 4

月开始，至 2020 年 3 月底结束，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9 年 4 月）。各乡镇中心校、学校

及时启动“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活动，成立领导小组，研究

制定工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措施、职责，层层动员部署。

将安全年活动工作方案和联络员（姓名、职位、联系方式），于

4 月 25 日前报市教体局安稳科（联系人：李华东，电话：

0370-5118018 ，邮箱：419645487@qq.com）。

（二）自查整改阶段（5 月至 6 月）。全面彻底地进行安全

隐患大检查，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要制表列出清单，建立台账，

制订整改方案。要坚持边检查边整改，以检查促整改。对检查中

发现的隐患和问题，能整改的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整改；暂

时不能立即整改的，要制定并落实防范措施，指定专人盯守，限

期整改、跟踪落实。

（三）深入整改阶段（2019 年 7 月-2020 年 1 月）。各乡镇

中心校、局属学校（幼儿园）对于能够自行整改的隐患自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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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对于不能自行整改的要分类建立台账（附件 2），报送市

教体局安全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市教体局安全年活动领导

小组办公室督促整改。

（四）建章立制阶段（2020 年 2 月-3 月）。各乡镇中心校、

局属学校（幼儿园）对排查有遗漏、整治不到位的问题隐患，采

取补救措施，登记入账，限期整改到位。对建设年活动进行总结，

完善各项制度，健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治长效机制。

四、工作要求

（一）切实提高认识。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活动，是

省委省政府加强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是解决校园及周

边安全问题，确保校园长治久安的难得机遇，各乡镇中心校、学

校要统一思想，抓住机遇，积极参与，主动配合。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中心校、学校主要负责同志要

担任建设年领导小组组长，亲自研究部署、组织推动，在全市上

下形成强大声势、层层传导压力、压实整治责任，确保取得实效。

（三）广泛宣传发动。各乡镇中心校、学校要以此次安全年

活动为契机，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各种媒体，加

大校园及周边安全工作的宣传和舆论监督力度，争取师生、家长、

社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参与和支持，发动师生广泛参与安全隐患

的排查、治理。

（四）加强信息报送。建设年活动期间，各乡镇中心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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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学校（幼儿园）每月 5 日前，将上月工作开展情况报送市教体

局安全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每阶段结束前 5 日报送阶段工作

总结。出现校园安全稳定事故事件的要第一时间向市教体局安全

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定期向市教体局安全年活动领导小

组办公室报送工作信息，及时反映主要做法、工作进展和发现的

突出问题，市教体局安全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下发通报，

对各地好的做法和存在问题进行通报。活动结束后，各乡镇中心

校、局属学校（幼儿园）要认真进行总结，并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前以正式报告形式报市教体局安全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附件：1.全市教育系统“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

2.校园及周边安全问题排查表

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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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市教育系统“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活动
领导小组

为贯彻落实《全省“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活动方案》，

扎实推进全市教育系统深入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活动，

市教体局成立全市教育系统“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活动工作

领导组。

组 长：侯文玺 市教体局党委书记、局长

副组长：赵海涛 市教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徐 宏 市教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刘振亮 市教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孙 宁 市教体局党委委员

朱传信 市教体局副主任科员

刘东海 市教体局副主任科员

成 员：刘金超 市教体局安稳科科长

郭小伟 市教体局成职教科科长

张兴起 市教体局体卫艺科科长

朱玉凯 市教体局保障办主任

刘 政 市教体局师训科科长

陈 伟 市教体局办公室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局安稳科 306 室，安稳科

科长刘金超同志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办公室电话：

0370-511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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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永城市校园及周边安全问题排查表

编号 学校名称 存在的主题问题 整治建议 是否整改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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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城市教体局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1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