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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教育系统疫情防控

风险点和疫情防控措施紧急提醒

近期国内疫情呈现多点散发和局部暴发态势，德尔塔和奥密

克戎变异株叠加， 28 个省份出现 31 起主要本土疫情，并波及

到我省濮阳市，特别是青岛、吉林等 7 个地市出现校园疫情，导

致数百名师生感染，教训深刻，影响广泛。在此，对全市教育系

统疫情防控需高度关注的风险点和需着重加强的防控措施提醒

如下：

一、需高度关注的八类风险点

第一类:出郑活动增多带来的疫情风险。春季开学后，教育

行政部门和高校、中职学校、普通中小学、教育培训机构等，参

加多种国际、国内的会议、培训、学术交流、讲学、实习实训、

考试监考等活动，离郑返郑频繁，疫情风险进一步增加。

第二类：与师生共同居住人员活动频繁带来的疫情风险。随

着气候转暖和经济复苏，各种社会性活动逐步增多，与师生共同

居住的人员异地、多地、多频次的交流日益增多，给师生带来的

疫情风险进一步增加。

第三类：人、物、环境感染的复杂形势带来的疫情风险。随

着快递、物流、冷链物品的不断流通，数量的不断增多，各种检

测消杀难度进一步加大，人、物、环境感染的风险也进一步增多，

使师生感染疫情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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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隐蔽、隐形、隐密的校外培训机构反复出现带来的

疫情风险。比如无证无照人员利用高校、中专等外迁后的老校区

和在社区内租用的居民住房等反复顶风违规开办隐蔽、隐形、隐

密的培训机构组织各种培训，易增加学生的疫情风险。

第五类：大型活动举办增多带来的疫情风险。比如近期将举

办的全国青少年第七届艺术展演和全国大学生双创推进会等，参

加的人员多且来自全国各地，易产生疫情风险。

第六类：各级各类考试的逐步增多带来的疫情风险。比如今

年上半年将举行的中招体育考试、中招理化生实验考试、中考、

高考、教师资格考试等等，由于人员聚集，加之返郑来郑参考监

考人员较多，易产生疫情风险。

第七类：常态化防控引起的思想麻痹带来的疫情风险。随着

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持续实施，部分人员容易产生松懈麻痹思想，

校门管控松、个人防护意识淡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形同虚设等

有常态化迹象，给师生带来疫情风险。

第八类：国外境外疫情的严峻形势带来的疫情风险。随着国

外和境外疫情形势进一步的变化和严峻复杂，外籍师生员工和港

澳台师生员工的感染疫情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二、需着重加强的九条防控措施

第一条：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

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举措，坚决守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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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切实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第二条：随时关注疫情形势。切实汲取青岛、吉林、太原等

地疫情带来的教训，严格校园封闭式管理和校门进出，审慎举办

线下培训、会议等聚集性活动，大型考试等活动要提前 15 个工

作日履行报批手续，并全程进行监管。

第三条：全面排查人员信息。全面摸排师生员工行踪和身体

健康情况，精准掌握师生活动轨迹和健康状况，重点关注从中高

风险地区返校的师生、家乡在中高风险地区师生、留校师生以及

家庭成员有从事冷链物流和进出口贸易的师生，“一人一档”建

立健全健康档案。

第四条：持续加强基础保障。继续做好公共防控物资储备，

设置相对独立的隔离观察室。加强校医和卫生专业人员配备，多

渠道充实校园防控队伍，做好技能培训和实战演练。依据《河南

省学校传染病防控消毒指南》，做好公共区域、关卡通道、封闭

场所的通风消毒，持续开展校园及周边卫生整治。

第五条：盯紧盯牢关键场所。强化校园网格化管理，进一步

化整为零，缩小网格单元，细化明确每个楼层、教室、宿舍等网

格负责人及职责，做好巡查监督、信息上报、应急处置等各项工

作。定期对教室、宿舍、食堂、图书馆、运动馆、厕所等关键场

所进行清洁通风，对水龙头、电话机、门把手、楼梯扶手、电梯

按钮等关键部位增加消杀频次。

第六条：保持良好防护习惯。在“一校一院”机制下，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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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地开展流行性传染病等方面的教育；发挥学校宣传部门和辅导

员、任课教师的作用，利用课堂、班会、家长会、微信群、致学

生家长一封信等渠道，做好宣传告知，明确疫情防控要求，引导

师生养成科学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保持安

全社交距离、避免网购有风险的物品等良好卫生习惯和健康生活

方式，尽早完成疫苗加强针接种，共筑免疫屏障。

第七条：统筹做好重点人员核酸检测。充分发挥核酸检测在

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落实《郑州市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方案》中明确的“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的教职工和“三

保”人员，每周进行一次全员核酸检测；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含

幼儿园）在校学生，每两周抽检 10%（可根据风险时段和学校风险

程度科学调整抽检时间和比例），每学期检测一轮。高等院校离

郑参与讲学、学术交流、科研活动、业务培训、会议、督学和带

领学生实习实训等的工作人员及中小学校（含幼儿园）离郑参与

业务培训、教学交流、督学、会议等的工作人员，返郑后要按照

行程涉及地区的风险程度落实属地核酸检测和健康监测规定；与

中高风险地区有密切接触的学校（含幼儿园）的工作人员要落实

属地核酸检测和健康监测规定；人员密集型场所（如培训机构）

等重点机构，每周开展抽样核酸检测，每日开展健康监测。”的

要求，持续推进核酸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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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全面加强督导检查力度。建立健全市、区县（市）、

学校（幼儿园）“三级督查”机制，重点对学校疫情防控方案和

制度体系完善情况、工作措施和应急处置机制落实等情况开展督

导检查，及时发现薄弱环节，并向有关单位反馈，督促立行立改。

抓实“回头看”，督促整改到位，避免反弹。

第九条：切实强化应急处置能力。按照“四方责任”要求，

进一步完善教育系统各级疫情防控领导机构工作职能，健全应急

指挥体系，启动平急转换机制，明确责任领导、充实人员力量，

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落实主要领导带班制度、24 小

时值班值守制度，坚持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完善疫情防控应急

预案，明确机构职责、监测预警、处置流程、条件保障和责任人。

2022 年 3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