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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卫生部《食物中毒事故处

理办法》、卫生部教育部《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

、《学校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等文件精神，结合我

市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实际，现特制订《台山市中小学校突发食品

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一、指导思想

加大力度落实学校食堂“服务师生、安全第一、查防并举、预防

为主”的食品安全工作方针，提高学校师生快速处置突发食品安全事

故的应急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突发食品安全事故造成的师生人身损

害，保障学校师生教职工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学校正常教育

教学秩序和校园安全稳定，构建平安和谐校园。

二、工作目标

（一）充分发挥学校食品安全管理机构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学校

食品安全工作管理制度，夯实安全监管岗位责任，落实学校食品安全

工作各项措施，实现学校食品安全“零事故”，安全管理制度化、规

范化、科学化。



（二）建立反应快速的应急、救援工作机制，及时采取科学有效

的防控措施，预防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杜绝责任性事故，有效降低

和及时控制食品安全事故的危害和影响。三、工作原则

（一）预防为主。各学校要根据有关要求，积极宣传普及食品安

全知识，提高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切实加强食品安全日常

管理，及时发现隐患，减少安全事故发生，降低损失程度。

（二）依法管理。要严格执行食品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对学

校安全的预防、报告、控制和救治工作实行依法管理。要切实做好学

校食堂、小卖部食品配送工作，建立健全学校食品中毒事故责任追究

制度，对于违法行为，依法追究责任。

（三）属地负责。学校校长对本校食品安全工作负第一责任，并

主动接受联系镇校的领导及相关部门的监管和指导，经常进行工作汇

报，市教育局对全市各级各类学校食品安全工作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四）快速反应。市教育局和各学校建立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

强化人力、物力、财力储备，增强应急处理能力。一旦出现食品安全

问题，能快速反应、及时报告、及时准确有效处置。四、适用范围及

突发食品安全事故种类本预案适用于市教育局处置全市学校突发食品

安全事故。本预案所指的突发食品安全事故是指在学校内部、正常工

作状态下突然发生的学校食堂食品及校园小卖部销售食品引发的学校

师生教职工工食物中毒安全事故。



按食品安全事故的性质、危害程度和涉及范围，将食品安全事故

分为四级。

（一）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Ⅰ级)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Ⅰ级)：

1.事故影响范围涉及 2个镇街以上学校（幼儿园）的，造成特别

严重健康损害后果的；或经评估认为事故危害特别严重的。

2.一次造成中毒人数 100人以上的或出现死亡病例的。3.相关部

门认定的其他Ⅰ级食品安全事故。

（二）重大食品安全事故(Ⅱ级)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Ⅱ级)：1.事故影响范

围涉及 2个镇街以上学校（幼儿园）的，造成或经评估认为可能造成

对社会公众健康产生严重危害的'食物中毒或食源性疫病的。

2.一次造成中毒人数 50人以上的或出现死亡病例的。3.相关部

门认定的其它Ⅱ级食品安全事故。

（三）较大食品安全事故(Ⅲ级)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食品

安全事故(Ⅲ级)：1.事故影响范围涉及县级行政区域 1个镇街内 2个

以上学校（幼儿园）的，已造成严重健康损害后果的。

2.一次造成中毒人数 30人以上 50人以下，未出现死亡病例的。

3.相关部门认定的其它Ⅲ级食品安全事故。

（四）一般食品安全事故(Ⅳ级)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食品安全事故(Ⅳ级)：



1.事故影响范围涉及县级行政区域内 1个学校（幼儿园）的，已

造成严重健康损害后果的。

2.一次造成中毒人数 30人以下，未出现死亡病例的。3.相关部

门认定的其它Ⅳ级食品安全事故。

上述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五、食品安全事故报告及处置程序

及时、准确地报送食品安全事故信息，对妥善处置突发事件、及

时有效地化解矛盾、保持全市学校稳定、构建平安和谐校园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因此，学校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准确、规范地

报送相关信息。

（一）报送程序及处理要求

1.食品安全事故信息报送分重大事故及以上紧急信息和一般信息

。



重大事故及以上紧急信息报送程序为初报、续报、反馈三个环节

，学校一旦发生不明原因的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紧急情况，必须

坚持“先救人，后查因，再追责”的原则，在第一时间拨打“120”、

“110”电话请求援助，在 1小时内将掌握的情况向市教育局报告，特

别重大紧急信息须在半小时内报告。如果情况复杂，一时搞不清楚，

可以“先报事后报情”，随后根据事故调查工作的进展情况，随时报

送有关信息。在初报的基础上，要及时、准确、全面地续报重大事故

及以上紧急事件的调查情况和处置工作进展情况。特别重大的，应根

据需要一日一报或一日数报。重大紧急信息报送可在第一时间通过电

话报告基本情况后，再书面报告，但在任何情况下电话报告均不能代

替书面报告。市教育局在接到重大事故及以上紧急信息后，要立即分

管领导、主要领导汇报，并通知局办公室，局办公室根据收到的信息

按时按规定程序上报。重大紧急情况处置后，要进行跟踪调查，及时

反馈上级处置意见的落实情况和干部群众的反映。一般信息报送程序

分为初报、续报、反馈三个环节。学校要在第一时间把信息报市教育

局，最迟不得晚于事发后 2小时。市教育局在接到信息报告后要立即

向分管领导汇报，分管领导进行处置，并向主要领导通报信息。

学校在向市局报告的同时，应同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报告，并根

据事故危害程度向公安、卫生、食药监等机构报告请求援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事故的报告。

学校不得迟报、瞒报、漏报信息。



2.突发食品安全事故处置要求。学校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要

以“先控制，后处理，救人第一，减少损失”为基本原则，迅速果断

处置。重大事故要立即启动本校预先制定的应急处置预案，并按下列

程序进行处理。

（1）发现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后立即按规定程序报告事故

信息。

（2）拨打“120”、“110”电话请求援助。



（3）立即停止学校食堂食物及校园小卖部销售食品的经营活动

，由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对现有可疑中毒食物、食品及原料、餐用工具

、设施设备和现场采取封存控制措施。

（4）配合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电话：）、市疾控中心（电

话：）的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样品，包括中毒者的排泄物（如

呕吐物）。

（5）立即组织由专人负责的救护队伍，协助医务人员做好救护

工作。

（6）注意稳定师生情绪，不以个人名义向外扩散消息，以免引

起不必要的混乱；

如有家长来校探视，应由学校领导及班主任做好家长的思想工作

和接待工作；要注意维护学校正常的学习和工作秩序，组织教师做好

食物中毒人员的思想工作。如有新闻媒体要求采访，要先查验记者证

，由学校确定的专门发言人向媒体发布信息，并及时向市委宣传部和

教育局通报情况。

（7）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二）食品安全事故信息报送内容

发生食物中毒事故的单位、时间、地点；事故经过、中毒人数；

事故原因、性质的初步判断；已采取的措施、需有关部门协助解决的

问题；事故报告单位、签发人、报告人及联系电话等。



（三）学校食品安全事故报告及处置实行校长负责制和责任追究

制

学校要严格执行信息报送的三个环节，并建立健全各环节报送的

档案资料。对缓报、瞒报、谎报事故信息和处置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党纪、政纪处分，直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六、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教育系统突发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副组长：

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台山市教育局体卫艺股，体卫

艺股股长兼任办公室主任，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主要职责：负责统一决策、组织、指挥教育系统内学校突发各类

食品安全事故的应急响应行动，下达应急处置工作任务。重大问题及

时向市委、市政府报告。组长负责应急处置全盘工作，主持召开领导

小组会议，研究决定重大事项及应急预案的启动、实施；副组长按照

分工具体负责救助救援应急的指挥、协调、工作部署、任务下达、检

查监督、考核、指导；各成员之间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做好各项具

体工作的落实和承担领导小组决定交派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全市学校突发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组及职责一旦发

生突发食品安全事故相关股室负责人及相关人员负责组成应急处置组

，组织开展工作。



1.现场处置指导组

在学校突发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赶到事

故现场，负责指导学校协助卫生部门开展中毒人员救治、危重病员转

移抢救，督查学校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对现有可疑中毒食物、食品及原

料、餐用工具、设施设备和现场采取封存控制措施。根据领导小组的

安排，随时掌握传递最新处置动态，收集、汇总、反馈各种信息；指

导学校组织维持事故现场秩序，组织稳定事故现场事态，组织救助救

援现场疾患人员等。

2.综合组

负责处理领导小组日常事务，监督检查预案的贯彻落实情况；负

责突发食品安全事故的综合协调与联络工作；负责收集、传递、综合

信息，收集各工作组的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向领导小组和上级有关部

门上报信息，汇报学校突发食品安全事故救助救援处置工作的进展情

况。联系市委宣传部统一向社会发布信息。

3.稳定安抚指导组

负责指导学校做好师生及家长的思想稳定工作及善后处理事宜，

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安抚事故疾患人员家属情绪，接待听

取事故疾患人员家属意见，指导学校制定善后解决办法等。

4.后勤保障组

负责筹措调配紧急救助救援物资和资金，为各工作组提供必要的

后勤保障。



5.事故调查组

负责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查明事故原因、经过，查清事故责任

及责任人，落实事故责任追究制，提出对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处理意

见等。

七、事故救助救援应急行动

（一）学校的应急行动

1.学校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校长应及时向所在乡（镇）党委

政府、市教育局报告，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按职责分工，迅速开

展工作，及时处置好所发生的中毒事故，最大限度的减轻疾患人员的

痛苦，确保疾患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2.事故发生后学校必须

将事故情况在 1小时内，特别重大紧急信息须在 30分钟内电话报告市

教育局，2小时内将中毒事故详细情况书面上报市教育局。

3.迅速按照预案抢救中毒师生，拨打“120、110”急救电话请求

援助，转治危重疾患病员，稳定事故现场事态，妥善安排好其他学生

的学习、生活，有序做好食品、饮用水等救助救援物质的筹集和发放

等工作。

（二）市教育局的应急行动

1.市教育局在接到学校事故报告后，要立即报告分管领导及主要

领导，领导小组视具体情况，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报告，并抄报有关

部门，立即组织实施事故救助救援工作或启动应急处置预案。



2.迅速召开领导小组会议，通报事故基本情况，研究部署救助工

作。

3.迅速组织各工作组赶赴事故学校，对事故原因、损害程度进行

初步核查，慰问事故疾患师生，了解病员身体不适反应症状，及时解

决好疾患病员的医疗、生活等问题。八、事故救助救援应急工作纪律

（一）事故救助应急处置工作坚持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各组工

作人员必须无条件服从领导小组的应急处置指挥命令，听从指挥，不

得以任何借口推诿。

（二）事故发生后，各工作组要按领导小组的指令迅速进入工作

状态，不得延误时机，确保救助救援应急处置工作有序进行。（三）

必须坚持 24小时值班制，事故救助救援工作人员必须 24小时开机，

确保信息畅通。

（四）事故善后处理、原因调查、责任追究结束前，单位主要领

导必须坚守工作岗位，确需外出的必须履行请假手续，并安排好本单

位工作。事故救助救援工作人员原则上不得请假，特殊情况需请假的

必须经主要领导审批。

九、责任追究

为强化学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责任，进一步落实学校校长及相关

人员的食品安全岗位监管职责，对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学校按卫生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学校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的通

知》（卫监督发〔20__〕431号），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十、其它

本预案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应规定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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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食品卫生事件及其危害,指导和

规范学校突发食品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食

品卫生事件对师生健康造成的危害，保障师生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特发展，特制定本预案。

一、成立食品卫生安全应急小组

组长：x

副组长：—

成员：—各班班主任

二、工作原则

1、预防为主，常备不懈。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3、依法规范，措施果断。

4、依靠科学，加强合作。

三、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



1、学校依照职责和本预案的规定，成立校长为组长，分管副校

长、总务主任、生活管理员等相关人员组成的食品卫生工作领导小组

，在上级部门的统一领导下，负责组织、协调学校食品卫生突发事件

应急处理工作，并成立食品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并根据食品卫

生突发事件处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启动应急预案。

2、食品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设立食品卫生突发事件防控

工作办公室，学校分管食品卫生的副校长和总务主任等，具体负

责日常食物中毒防控工作的业务指导、组织管理与监督检查。

3、食品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协调各工作组的

工作，承办各种会议、管理财产、负责收集、整理、分析食品卫生突

发事件动态，设立食物中毒报告电话，及时报告学校食品卫生突发事

件信息；掌握预防控制工作情况,编写、报送工作信息等相关资料。

4、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开展现场调查，现场快速检测、取证采样

及临时控制措施的实施。对造成食物中毒突发事件的食品或有证据证

明可能导致食物中毒事故的食品采取控制措施，追踪已售出或外运被

污染食品的去向或溯源，采取样品并送检。

四、应急运行措施

（一）应急准备和预警

1、健全食品污染物检测网，加强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日常卫



生监督，对主要食物中毒病原、食物中毒高危食品如散装食品、

熟肉及制品、乳及制品、糕点、饮料、水发产品等进行日常监测并加

强抽检工作。



2、加强食物中毒信息库的`建设与管理，利用现有的公共卫生网

络，整合公共卫生信息资源，保证应急处理信息的畅通、及时、准确

。

3、组织各项信息的汇总，通过对常规监督、监测、抽检等综

合信息或食品卫生突发事件预警报告，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启

动、变更或结束相应级别应急响应。

（二）事件报告

1、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卫生行政部门和当地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报告突发食品卫生事件及其隐患，也有权向上级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举报不履行或者不按照规定履行突发食品卫生事件

应急处理职责的部门、单位及个人。

22、学校有关部门或个人发现突发食品卫生事件，应当在小时内

尽快向上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教育主管部门报告并应立即组

织现场调查确认，及时采取措施，随时报告事态进展情况。

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预案 3

为确保全体师生在校期间的食品卫生安全，保证学校教育教学工

作的顺利开展，防范食品卫生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食品卫生安全事

故发生时损失减少，危害低，使各口工作人员能快速、高效、合理有

序地处置食品卫生事故，根据上级有关部门文件与会议精神和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结合我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实际，制定本预案。

一、食品卫生安全工作领导组织机构



组长：xxx

副组长：xxx

组员：各班班主任和副班主任

组长：负责定时召开食品卫生安全工作领导组会议，传达上级相

关文件与会议精神，部署、检查落实食品卫生安全事宜。

副组长：负责各具体负责组织对应急预案的落实情况，未雨绸缪

，做好准备，保证完成校领导部署的各项任务。

领导组各成员具体负责和参与食品卫生安全发生时全校各年级、

各部门突发事件的处理、报告、监控与协调，保证领导小组紧急指令

的畅通和顺利落实;做好宣传、教育、检查等工作，努力将食品卫生安

全事故减小到最低限度。

食品卫生安全领导组织机构下设通讯组、灭火组、抢救组、紧急

疏散组，分别具体负责通讯联络、组织救火、抢救伤员、疏散师生等

工作。

(一)通讯组：组长：xxx(副校长)成员：xxx、xxx(火险发生时，

负责立即电话报告学校消防安全工作组和上级相关部门，以快速得到

指示，视火情拨打 119，报险救灾)

(二)灭火组：组长：xxx(副校长)成员：xxx、xxx(负责消防设施

完善和消防用具准备，负责检查全校各办公室、教室、图书室、保管

室、实验室、“两基办”、远教室等室的用电、用火安全;火险发生，

立即参加救火救灾工作)



(三)抢救组：组长：xxx(教务处主任)成员：xxx、xxx(负责做好

及时送往医院的准备工作，负责火险发生时受伤师生及救火人员伤痛

的紧急处理和救护)

(四)紧急疏散组：组长：xxx(教务处副主任、安全管理员)

成员：各班班主任和副班主任(负责制定紧急疏散方案，明确各

班逃生途径与办法指导，负责所在年级、所管班级学生紧急疏散中的

安全);

二、灭火工作预案

1、发现火情，在场人员要立即引导室内人员进行有序疏散，并

迅速利用室内的消防器材控制火情，争取消灭于火灾初级阶段。

2、如不能及时控制、扑灭火灾，在场人员要立即采取措施妥善

处理(如切断电源等)，防止火势蔓延。

3、在场人员要以最快的方式向领导组组长或副组长汇报，尽快

增加援助人员，协力救火。

4、领导组组长或副组长接到报告后，要立即到达火情现场，并

视火情拨打“119”报警求救。

三、师生疏散及逃生预案

1、火情发生后，按照灭火预案，管理人员及各工作人员要立即

通知学校领导组组长或副组长，尽快增加援助人员，如发生重大火情

，同时向“119”报警，并根据火情发生的位置、扩散情况及威胁的严

重程度逐个区域通知人员撤离。



2、管理人员及工作人员应该正确引导撤离师生奔向疏散通道，

并将正确的逃生方法告知负责同志，其余人员按照既定位置，按要求

灭火，并进行伤员抢救等工作。

3、为更好地应付紧急情况，管理人员及工作人员必须一切听从

现场指挥部的`指挥。

4、紧急疏散的负责同志必须接受基本灭火技术的培训，正确掌

握灭火的方法，切实保证逃生师生的。

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预案 4

为保证我校师生在地震发生前后快速、有序、高效地实施地震应

急工作，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依据《防震减灾法》

、《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预案。

一、工作原则

统一领导，高度负责，分工协作，服从全局，紧急处置，全力做

好各种防震工作。

二、地震应急机构

根据工作要求，成立地震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积极开展防护工作

。

（一）领导小组成员：

组长：XX

副组长：XX

成员：XX及各级部主任、班主任等



（二）职责：

负责指挥协调，及时掌握情况，并向上级领导汇报；贯彻传达领

导的命令，组织有关各组人员按预案对现场进行果断处理，并调配人

力、物力资源，进行抢险救灾。

三、应急措施

1、发生地震时，教师要先看清自己所处的位置，要有序组织学

生，坚持学生优先原则，尽力保护学生安全。（所有教职工）

2、平时要教育学生地震中的逃生及自护的基本方法，熟悉几条

逃生路线（所有班主任）

3、教育学生不能慌张、哭闹或随意乱跑，要听从成人的指挥，

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所有教师）

4、成人要学会如何保护好学生，如果在室外活动要把学生集中

到操场中间空旷场地或集中在树木周围；如果在室内不要试图跑出楼

外；最安全、最有效的办法是及时躲到两个承重墙之间最小的`房间，

如洗手间、厕所等，也可以躲在桌、柜等下面以及房间内侧的墙角，

并且注意保护好头部，千万不要去窗下躲避；趴下时，头靠墙，使鼻

子上方双眼之间凹部枕在横着的双臂上面，闭上眼和嘴，用鼻子呼吸

；如果是正在睡觉要叫醒学生并有序组织学生躲在床底下或墙脚下。

（所有教师）

5、时刻与学生在一起，鼓励学生及给予学生心理上的安慰。（

所有班主任）



6、保安要密切关注校校校舍安全，发现问题及时汇报校长。（

XX）

四、震后应急行动方案

1、地震发生后如果能撤离，要迅速组织教职工及学生撤离到安

全地带，并由领导小组及时上报灾情，房屋损坏及人员伤亡情况，同

时保健医生要实施救助工作。

2、各班教师做好孩子的思想和安抚工作，消除地震恐惧感。如

果地震发生后不能迅速撤离或被困于室内、或被建筑物挤压等千万不

要惊慌，要就近检查学生身体状况，并尽量为学生找到饮食，同时不

能盲目采取措施，要懂得发出报险信号，等待救援。

五、其他要求

1、分管领导及全体教职工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切实把保护教

职工及学生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地震发生后一定坚守岗位

，认真履行职责，不得擅自脱岗和玩忽职守。凡因不负责任，玩忽职

守造成学生校财产和学生生命安全事故的，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2、学生校内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度。保安要加强巡视，发现异常

及时上报。

3、领导小组要做好疏散路线和避难安置场所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

4、学生在校临震应急期内停止一切教学活动。

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预案 5



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食品卫生事件及其危害，指导和

规范学校突发食品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食

品卫生事件对师生健康造成的危害，保障师生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特发展，特制定本预案。

一、成立食品卫生安全应急小组

组长：xx

副组长：xx

成员：xx各班班主任

二、工作原则

1、预防为主，常备不懈。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3、依法规范，措施果断。

4、依靠科学，加强合作。

三、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

1、学校依照职责和本预案的规定，成立校长为组长，分管副校

长、总务主任、生活管理员等相关人员组成的'食品卫生工作领导小组

，在上级部门的统一领导下，负责组织、协调学校食品卫生突发事件

应急处理工作，并成立食品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并根据食品卫

生突发事件处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启动应急预案。



2、食品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设立食品卫生突发事件防控工

作办公室，学校分管食品卫生的副校长和总务主任等，具体负责日常

食物中毒防控工作的业务指导、组织管理与监督检查。

3、食品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协调各工作组的

工作，承办各种会议、管理财产、负责收集、整理、分析食品卫生突

发事件动态，设立食物中毒报告电话，及时报告学校食品卫生突发事

件信息；掌握预防控制工作情况，编写、报送工作信息等相关资料。

4、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开展现场调查，现场快速检测、取证采样

及临时控制措施的实施。对造成食物中毒突发事件的食品或有证据证

明可能导致食物中毒事故的食品采取控制措施，追踪已售出或外运被

污染食品的去向或溯源，采取样品并送检。

四、应急运行措施

（一）应急准备和预警

1、健全食品污染物检测网，加强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日常卫生

监督，对主要食物中毒病原、食物中毒高危食品如散装食品、熟肉及

制品、乳及制品、糕点、饮料、水发产品等进行日常监测并加强抽检

工作。

2、加强食物中毒信息库的建设与管理，利用现有的公共卫生网

络，整合公共卫生信息资源，保证应急处理信息的畅通、及时、准确

。



3、组织各项信息的汇总，通过对常规监督、监测、抽检等综合

信息或食品卫生突发事件预警报告，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启动、变

更或结束相应级别应急响应。

（二）事件报告

1、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卫生行政部门和当地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报告突发食品卫生事件及其隐患，也有权向上级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举报不履行或者不按照规定履行突发食品卫生事件应急处

理职责的部门、单位及个人。

2、学校有关部门或个人发现突发食品卫生事件，应当在 2小时

内尽快向上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教育主管部门报告并应立即

组织现场调查确认，及时采取措施，随时报告事态进展情况。

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预案 6

为维护广大餐饮消费者的生命安全，保障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

。根据《沧县餐饮服务环节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意见，结

合我单位具体情况，特制定如下饮食安全应急预案：

一、防止食物中毒的措施

(一)健全食物中毒报告制度

要认真贯彻执行《沧县餐饮服务环节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的精神，以便及时采取防治措施。



(二)广泛开展预防食物中毒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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