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疫情后复学教学工作计划(汇
总5篇)

光阴的迅速，一眨眼就过去了，成绩已属于过去，新一轮的
工作即将来临，写好计划才不会让我们努力的时候迷失方向
哦。我们该怎么拟定计划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计划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小学疫情后复学教学工作计划篇一

      为进一步做好传染病疫情预防控制工作，全面落实
各项防病措施，保障我县人民身体健康，特制定 2021年传染
病疫情及防控工作计划。

加强与教育等部门沟通协作，落实联防联控机制。强化重点
传染病防控和卫生应急管理知识培训，提高基层医疗机构防
控和应急水平。积极筹办好中心卫生应急演练，提高卫生应
急人员实战能力。

继续加强医疗机构消毒质量监测工作，提高医疗机构院感防
控水平。加强医院感染管理和日常检测工作，落实各项消毒
措施，保障医疗安全，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落实卫生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制度，进一步清理、充实、更新
中心应急物资，建立物资消耗、领取台帐。规范应急物资管
理，落实应急物资管理制度、库房安全管理制度等相关工作
制度，完善物资领用记录、报废记录等工作记录，为传染病
疫情防控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提供有力物资保障。

在建立和完善各类卫生应急专业队伍的基础上，强化培训演
练，提高疫情处置能力。开展专业知识培训，提高理论基础
水平，丰富知识技能储备。强化应急演练，通过开展应急演
练，全面提高应急队伍实战能力。



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传染病防治知识，利用宣传栏、发放
宣传资料等方式宣传传染病防治知识，根据传染病特点和季
节性普及传染病防治知识，提高居民的防病知识和能力。

小学疫情后复学教学工作计划篇二

各二级学院、部门、有关单位：

今冬明春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根据上级关于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有关精神和通知要求及校历安排，为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工作，确保师
生员工身体健康和校园安全。经研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学生寒假时间

1.学生放假时间：1月23日（星期六）起。

2.学生开学时间：按照疫情防控工作最新要求和实际，2月25日
（星期四）-28日（星期日）学生分批、有序返校报到，3月1日
（星期一）起正式上课。

（二）教职工寒假时间

1.教职工寒假时间：

教职工在完成本职工作和学校、学院相关工作要求，确保常
规工作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其中教师必须认真完成期末试卷
批阅、登分、考核资料归档工作；认真完成实践成绩处理、
资料汇总、工作量上报等工作），可从1月25日（星期一）起
开始放假或轮休。放假前，各学院、部门应妥善做好假期前
检查和假期值班编排，不组织聚集性活动。

行政、后勤服务及教学保障人员等在保证假期各项工作正常



开展的前提下由各相关部门自行安排人员轮休事宜。

2.寒假期间，教师应当认真备课，并关注疫情形势，积极为
下学期线上线下教学工作做好全面的预案和准备。行政、后
勤服务及教学保障人员应当安排好相关工作，确保假期学校
正常运行。教职工班车自1月25日起停运。

3.新学期上班时间：2月25日（星期四）起全体机关和行政人
员正常上班，当日起教职工班车恢复照常；2月26日（星期五）
全体教师上班，并举行各学院教研活动。

小学疫情后复学教学工作计划篇三

全面负责组织、协调、处置单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负责制定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当疫情发生时，负责下
达预案的启动和终止指令；全力保证干部职工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

（二）积极主动做好流动人口，特别是疫区返程人员的疫情
防控知识宣传工作；

（三）积极主动配合市卫健委人口家庭处做好计生特殊家庭
维稳工作；

（四）做好单位干部职工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工作；

（五）按时向市卫健委安管处报送维稳情况，有事报事，无
事报平安。

市计生保障中心接到上级指令后，应急领导小组迅速做出反
应，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及时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按照“谁启动、谁解除”的原则，应急领导小组根据疫情决
定是否结束应急响应。



（一）高度重视，提高站位。各科室及全体干部职工要高度
重视疫情防控工作，提高政治站位，按照成都市委、市政府
及市卫健委工作要求，采取有力举措，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二）强化宣传，做好防控。充分利用单位qq工作群、工作
微信群、宣传展板、宣传资料等宣传途径，全方位、多渠道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提高干部职工和流动人口对疫情防控知
识的知晓率。

（三）认真排查，联防联控。积极主动配合辖区做好做实联
防联控工作，动员全体干部职工，实施群防群治，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坚决防输入、防扩散、确保联防联控工作落到
实处。

小学疫情后复学教学工作计划篇四

为做好动物防疫工作，成立**市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监测防
治领导小组。组长由园林局副局长担任、成员由市林业（园
林）有害生物检疫检验站、市湿地办等单位及局属各单位有
关人员参加，具体负责组织协调陆地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监
测和防控工作。设立中山公园、滚钟口管理两个监测
点。**市湿地管理办公室主要负责并指导**国家湿地公园鸣
翠湖、阅海园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同时，协
调各区、县（市）湿地主管责任单位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
防控工作。

1、通过开展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学习和实际操作，使监测人员
对疫源疫病监测知识有了基本的了解，业务素质有所提高并
具备了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尤其中山公园为增强园内动物
管理人员防疫意识，于年初安排专业技术人员讲解防疫常识，
让职工彻底了解到疾病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在平时的日常
工作中尽量避免交叉感染和自身带毒传播。

2、开展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知识的宣传工作，通过展板、标语、



横幅、新闻媒体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进一步增强了广
大群众对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认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为及时
发现疫情、控制疫情传播和受伤野生动物及时救助奠定了良
好的社会基础。

3、积极举办爱鸟周活动，提高广大市民防疫意识。4月份的
第一周，是我区第29届“爱鸟周”。按照自治区林业局的统
一部署，自4月1日起，中山公园动物园开展以“科学爱鸟、
护鸟，弘扬生态文明”为主题，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有声
有色的爱鸟周宣传活动。活动中，结合动物防疫知识宣传，
悬挂爱鸟、护鸟横幅6条，发放野生动物防疫宣传资料300余
份，通过宣传，提高广大市民防疫意识。

根据《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和《**市防治高致病性禽
流感应急预案物资储备制度》的规定，**市鸣翠湖和阅海两
个国家级监测站各成立15人以上的应急反应队伍，并组织应
急预备队伍在春季进行了一次演练；市湿地办负责两个国家
级监测站项目建设工作，已储备了一定数量的监测设备（如
望远镜、动物行为摄像机、制样设备等），储备了必需的防
护服、石灰和消毒剂、喷雾器等防控物资，预留专项防护经
费。

中山公园、滚钟口管理所两个陆生野生动物疫情监测点监测
工作开展顺利，每月将监测信息及时上报，经过上报汇总监
测信息，全年疫情零发生。近年来，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
疫等重大疫病对我区养殖业和人类健康带来了相当大的危害，
**市中山公园动物园作为一个文明窗口单位，防控工作显得
更为重要。因此，为了有效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及口蹄疫等
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公共卫
生安全和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年年初，动
物园制定了园内野生动物重大疫病防控方案，并逐步落实。

1、加强管理，坚决杜绝疾病的传播。



中山公园采取严格防疫措施，对园内不明原因死亡的畜禽和
候鸟及时报告、及时处置，采取深埋和焚烧，对可疑病例送
到上级部门进行检测，对新入园的动物进行隔离观察，在确
保无传染病的情况下，注射疫苗，然后合并饲养。

2、加强消毒，保持兽舍清洁、卫生。

一是环境消毒，每天用1：100的过氧乙酸和1:200的来苏水对
游客通道、护栏喷洒消毒；二是兽舍消毒，每周二、四、六
早晨彻底冲洗兽舍，对兽舍地面喷洒金氯消毒粉，保障了动
物生存环境的干净清洁。 3、有计划、有安排、有组织的实
施春季防疫计划。加大免疫工作力度，保证免疫质量，全年
动物园园内禽类免疫接种禽流感、**疫疫苗各两次。七月份
对刚出壳的小鸡**疫疫苗滴鼻一次，春秋季兽类驱虫、注射
口蹄疫、炭疽疫苗各一次。随时观察、发现动物异常生理变
化和疾病情况，及时治疗动物疾病，确保全年无重大疫情发
生。

4、野生动物救护、防疫工作有序开展。

在野生动物的救护与防疫工作中，全年共组织技术人员实施
野外救护2次，在园内设立野生动物救护区，全年送入园内实
施救护受伤动物48只，救护成活的动物及时免疫接种，救护
死亡的动物尸体做好无害化处理，坚决杜绝动物重大疫病在
园内发生、传播。 5、检查措施到位，提高防疫水平。每月
对动物园内进行两次检查，检查范围全面，检查内容包括兽
舍卫生，兽舍消毒、动物发病、治疗情况，当场发现问题当
场解决，对违反消毒规定工作人员，按管理规定进行处罚，
通过检查提高动物园的防疫水平。

6、积极做好鸟类疫病监测工作。

**年，喜鹊被评选为**市市鸟，**年**市被评为喜鹊之乡，
为了加强喜鹊资源的保护，调动喜鹊栖息地地区保护鸟类的



积极性，加强鸟类疫病监测，提高公众喜鹊保护的意识，动
物园自**年以来在公园内选取4个投喂点全年开展喜鹊景观投
食活动。景观投食吸引大批量喜鹊、鸟类入园觅食，园内工
作人员定时定点观察觅食鸟类健康状况，做好鸟类疫病监测
工作，为喜鹊保护工作提供了有利保障。

小学疫情后复学教学工作计划篇五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坚定不移地走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全力推
动养殖富群众、加工富财政的“双富”工程，积极实施“科
技兴牧、依法治牧、以工强牧”3大战略，突出抓好惠农政策
落实、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4项重点工作，促进我县畜牧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目标任务

全县畜牧业总产值达到亿元，增长;肉类总产量达到30154吨，
增长11%;猪出栏253010头，增长;牛出栏29018头，增长4%;羊
出栏138073只，增长;驴出栏2239匹，增长;禽出栏1200052只，
增长。

三、工作重点

(二)抓好畜禽规模养殖。一是坚持畜牧业规模化、集约化、
产业化发展思路，大力发展农村养殖大户、规模养殖场、示
范养殖小区，加快以千家万户的散养为主向大户、规模场、
小区为重点的规模经营、股份经营、合伙经营等模式转变，
确保增量，扩大总量，促进畜牧生产快速发展。全县扶持畜
禽规模场(户)50户以上，畜禽规模养殖户力争达到1000户。
二是重点发展健康养殖。以新农村建设为载体，坚持“总体
规划、政策引导、政府补助”的原则，按照“人畜分离、圈
舍规范、沼气配套”和无公害生产要求，扶持农户和业主新
建、改建规范化圈舍，改善饲养条件，实行标准化生产，发



展健康养殖，力争全县畜禽健康养殖达到一个新水平。三是
示范推广生态养殖。坚持“农牧结合、种养配套”的原则，
大力推广“畜-沼-果”、“畜-沼-粮”、“畜-沼-
鱼”、“畜-沼-蔬”等生态养殖模式，达到既促进生产发展
又治理污染、既优化农村生态环境又提高养殖效益的目的，
力争在条件成熟的乡镇建设1-2个畜禽生态养殖示范点。

(三)抓好龙头企业扶持。一是各乡镇要认真落实扶持龙头企
业的各项政策，加强对龙头企业的指导和服务，引导、帮助
龙头企业开发和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大力发展精
深加工，打造名优品牌，不断扩大我县畜产品外销量，提高
我县畜牧业生产效益，促进区域化、规模化生产。二是要着
力建设加工型、中介型龙头企业，通过合作引进、内引外联
等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培育起点高、规模大、体制新、效
益好、示范带动强的畜牧龙头企业。三是加大对重点龙头企
业的扶持力度，引导其建立基地，树立品牌，进一步增强开
拓市场的能力，有效带动全县畜牧业生产再上新台阶，有力
促进全县畜牧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四是积极发展畜牧业合作
经济组织。各乡镇要切实加强对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和协会的
指导、扶持和服务，帮助其规范运行机制，健全组织形式，
认真抓好专业合作组织示范工作，发挥示范带动效应。

(四)抓好质量安全监管。一是深入推进兽药饲料质量安全整
治行动，重点抓好饲料原料和养殖环节非法添加物监管，认
真抓好畜牧业投入品监控和畜产品污染物监控，加强饲料、
兽药和生鲜乳奶行业监管，依法查处“三无”饲料生产企业
和在养殖环节添加违禁物品的非法行为。二是积极开展农资
打假专项治理，整顿和规范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
经营企业。二是规范生鲜乳生产、收购、运输环节的质量安
全监管制度，确保奶业生产质量安全。四是认真研究确定监
测重点项目领域，重点完成对畜产品中“瘦肉精”、磺胺类
等药物进行例行监测的抽样和监督处理工作，畜产品的监测
合格率要达100%,严防畜产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五是要提升无
公害畜产品生产水平。一方面统筹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认



真做好申报，积极推进畜产品认证工作;另一方面要对己认证
的无公害畜产品生产企业加强管理、做好复查换证工作，督
促其严格按照标准化要求组织生产，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
市场占有率。六是全面启动养殖场、养殖小区建档备案工作，
大力倡导畜产品经营台帐制度，并以此为契机，以落实养殖
档案、防疫档案为重点，通过标识佩戴、生产和防疫信息录
入，全力推进标识、档案信息化管理进程，实现畜禽从出生
到屠宰的全程监管，建立健全畜产品安全可追溯体系和责任
追究制度。

(五)抓好产业资金投入。积极鼓励社会各方多渠道投资发展
畜牧产业，引导和带动农户加大对畜牧业的投入。一是加大
政府投入力度。县财政将对支出结构进行合理调整，增加畜
牧业发展资金投入，并积极争取上级支持，搞好各项畜牧业
项目资金配套。二是加大畜牧业招商引资力度。各乡镇人民
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因势利导，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并充分
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引进一批畜牧业生产和加工龙头企业。
三是加大信贷资金扶持力度。金融部门要进一步调整信贷结
构，提高对畜牧业的支持力度，增加畜牧业中、长期贷款，
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增加小额贷款额度，解决群众缺乏启动
资金难题，逐步解决担保难、贷款难的问题。四是鼓励民间
资本投资规模畜牧产业。充分发挥我县畜禽存栏基数大，规
模养殖发展快，撒坝猪、云岭黑山羊等地方优良特色畜禽品
种资源优势，加大项目策划、包装和多渠道推介工作，以优
惠的条件吸引客商，广泛吸纳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和社会资
本投入畜牧产业发展。

(七)抓好适用科技推广。一是加大科技培训力度，不断提高
畜牧业科技转化能力。针对新的村级防疫员和规模养殖大户
开展适用技术培训，培养和造就一批技术硬、懂经营、会管
理的新型畜牧业从业人员，提高畜牧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二是强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高畜牧业的科技支撑能力。
加快良种繁育、疫病防治、饲草饲料、监测检验、信息服务
等科技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加快县级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和乡



镇畜牧兽医站建设步伐，为畜牧业加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
技支撑。三是加强科技指导服务，不断提高畜牧业生产管理
水平。县、乡、村三级畜牧兽医技术人员都要进村入户入场，
对养殖(场)户进行科技推广示范工作，对养殖户提出的政策、
技术等问题，及时给予热情、全面、准确的解答。重点做
好“党员、科技人员”联系规模养殖场(户)服务制度，使规
模养殖场(户)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基本实现“本土化”,限
度地提高畜牧业生产的科技水平，进而提高全县畜牧业的综
合生产能力。三是加强适用技术推广，不断提高畜牧业科技
含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