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雨季防雷工作总结(大全5篇)
对某一单位、某一部门工作进行全面性总结，既反映工作的
概况，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缺点，也要写经验教训和
今后如何改进的意见等。怎样写总结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
总结应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总结书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雨季防雷工作总结篇一

冬春季节，气候干燥，用火、用电和用气量骤然增加，又逢
元旦、春节、元宵等传统节日，节庆活动相对集中，学校是
人流密集的地方，极易造成群死群伤恶性火灾事故。为全力
消除火灾隐患，创建平安文明校园，杜绝火灾事故的发生，
切实做好今冬明春学校防火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成立学校消防预案领导小组，负责全校消防工作组长：米日
古

副组长：顾聪勇王竹雷

组员：马玉芬陈娇娇易红宇黄海涛季琳史建玲邓小菊

根据我国的《消防法》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
防安全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的明确规定，我校作
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制定消防应急预案，构建学校同安全事
故作斗争的第一道防线。坚持“预防为主，救人第一”的原
则，定期进行消防演练，提高单位人员的消防素质，提升我
校的抵御安全事故能力。建立在“学校安全事故应急领导小
组”领导下的全员消防安全预警责任制，所有学校在籍的师
生员工都有义务及时提供突发消防事件的危险信号，通过学
校安全事故应急通报程序，通报险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竭力避免发生突发消防事件。突发消防事件发生后，能客观



真实地反映情况。学校突发消防事件的预防应坚持“教育在
先、预防在先、多方配合、共同负责”的原则。

学校的教学楼、实验室、微机室、图书室、商店为重点区域。

1、学校各位教职工应严格执行防火部位的安全制度和安全操
作规程，懂得正确使用灭火器和消火栓，经常对本单位消火
栓、灭火器材进行检查、维护、保养，保持其良好状态。认
真进行防火安全检查，做好记录。

2、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化学危险品存放室、计算机室、
实验室等专业教室的教职工在下班前应切断室内电源，关闭
用电设施，对本部位防火工作经常检查，做好记录。

3、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增强师生消防意识。要充分利用广播、
黑板报、电视、录像、张贴宣传画、播放火灾警示片等多种
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消防宣传活动。要加强消防知识培训
教育，对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和
重点工种人员进行一次普遍的消防安全管理教育和技能培训，
提高消防意识。

4、每学年在消防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进行一次全校性消防疏散
演习。

雨季防雷工作总结篇二

关于印发《 xxx 医院 安全生产

“大学习、大培训、大考试”专项行动工作

方案》的通知

各科室：



为贯彻落实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安委会办公室、
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要求，督促医院抓好全员培训，提升全院
职工安全意识、安全技能，推动常态化全员培训，医院制定
了《xxx 医院安全生产“大学习、大培训、大考试”专项行动
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认真抓好贯
彻落实。

xxx 医院 2022 年 4 月 xx 日

xxx 医院 安全生产“大学习、大培训、大考试”专项 行动
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进一步
强化医院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制度规范、创新举措等基本
知识的学习贯彻和执行落实，推动安全生产培训常态化、规
范化，覆盖全区域、全链条、全岗位，结合我院工作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以^v^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v^^v^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
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
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牢固树立“培训不到位是重大安全隐
患”的意识，组织全院干部职工自主学习、全员轮训、统一
考试，努力实施全覆盖、高质量的安全培训，进一步提高全
体干部职工的责任意识、安全意识、安全技能和应急处置能
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
故，为迎接党的^v^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二、专项行动时间及范围 （一）时间

定于 4 月至 11 月在全院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学习、大培
训、大考试”专项行动。

（二）范围 全院范围。医院全体干部职工包括主要负责人、



分管负责人、所有安全管理人员、一线岗位职工、外聘（劳
务派遣）及物业服务保障人员。

（三）内容 1.^v^^v^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 2.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安全
生产重要文件（附件 1）； 3.近年来省内外卫生健康系统生
产安全事故案例； 4.组织观看应急救援预案及现场演练、医
疗卫生机构、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等宣教片和《电气猛于
虎》等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 5.有关安全生产基本知识、操
作技能。

以上 1、2、3、4 项（公共学习内容）由省卫生健康委办公
室整理汇总，作为专项行动必学必训内容。第 5 项（自主学
习内容）由我院结合本单位干部职工岗位实际自行制定。

三、组织实施 （一）大学习。（自 3 月起至 11 月 30 日
前完成）

医院全员安全培训，由医院安全生产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
公共学习内容第 4 项由医院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组织各科室负
责人和相关负责同志学习和培训；自主学习内容由医院结合
自身实际确定，具体由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组织制定本院的学
习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医院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
全管理人员侧重于学习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重要文件规
定及安全生产管理知识，一线干部职工重点学习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操作技能、事故应急处理措施
等岗位应知应会知识。

（二）大培训。（时间安排与大学习同步开展、穿插进行）

全员安全培训内容上，重点对必学必训内容进行培训，同时
结合卫生健康系统特点和医院实际，进行针对性培训。培训
方式上，医院结合本单位实际和现有岗位专业特点，采取医
院、科室（部门）、岗位“三级”培训的方式，分层次对所



有人员轮训一遍，对重点岗位人员由医院集中培训。同时，
医院将积极委托具备安全生产培训条件的高等院校、职业和
技工院校、中介服务等第三方机构提供专业培训。医院培训
结束，建立专项行动培训档案，留档备查。

（三）大考试。（11 月 30 日前完成）

1.考试试题编制和下发。7 月底前，省卫生健康委组织编

制全省卫生健康系统考试题库。8 月上旬，发送至各区（市）
卫生健康局，由各区（市）卫生健康局分发给各级医疗卫生
机构供学习、考试参考。

2.医疗卫生机构主要负责人考试。市卫生健康委直属单位自
行组织本单位主要负责人考试，各区（市）卫生健康局负责
辖区内所属医疗卫生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考试，10 月底前完成。
考试试题从考试题库中随机抽取，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满
分为 100 分，80 分为合格。

3.医院职工考试，11 月 15 日前完成。医院组织“大学习、
大培训”结束后，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考试，如实评定成绩。

4.考试不合格的及时组织一次补考，11 月底前完成。对存在
无故不参加考试、参加补考仍不合格等情形的干部职工，在
全院范围予以通报，并进行约谈。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全院上下要高度重视，
深入分析当前面临的安全生产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充分
认识开展“大学习、大培训、大考试”专项行动的重要性，
周密部署，层层动员，将其纳入年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内容
通盘考虑，认真谋划、严格抓好各项工作要求落实。

（二）严密筹划实施。医院安全生产领导小组要结合卫生



健康系统特点和医院工作实际，认真制定实施方案，推
动“大学习、大培训、大考试”专项行动走深走实。各科室
要高度重视，立即行动，指派专人统计科室人员名单，上报
医院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6 月底前统计完毕，作为全
院参加“大学习、大培训、大考试”基数。

（三）强化检查督导。医院安全生产领导小组要加强对全
院“大学习、大培训、大考试”的检查指导，对各科室组织
实施专项行动情况进行专项督导，集中检查组织实施、全员
覆盖情况以及取得的工作成效。随机抽查科室时，现场查看
相关情况及效果，一并检查其落实安全培训主体责任、执行
安全培训制度、常规开展全员安全培训情况。

（四）定期总结调度。医院安全生产领导小组要定期调度全
院专项行动开展情况，重点调度进展情况、成效做法、典型
案例，及时协调解决出现的新情况、存在的突出困难问题，
针对性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和具体措施。医院安全生产领导
小组要认真组织填报、梳理汇总《参加专项行动医疗卫生机
构情况汇总表》（附件 2），分别于 8 月 31 日前形成阶段
性工作情况、于 11 月 30 日前形成专项行动工作总结，与
有关表格一并报市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联系人：xxx 电话：xxx

邮箱：

xxx

附件 1

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重要文件规定

1.《安全生产法》 2.《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3.《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4.《安全生产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 5.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管理
ws308-2019 6.氧气站设计规范 gb50030-91 7.综合医院建筑
设计规范 2014 事故案例（略）

关于印发《x xxx 医院安全生产

风险隐患排查月活动方案》的通知

通知：

《xxx 医院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月活动方案》已经院领导班
子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认真组织开展风
险隐患排查。

xxx 医院

2022 年 xx 月 xx 日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
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认真落实 3 月 x 日全国
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4 月 x 日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
神，统筹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结合正在开展的“四位一
体”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安全生产排查整
治集中行动，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突出重
点区域部位、重点设备设施、重点物品物资，瞄准短板不足
和薄弱环节，严查各类安全风险，严除安全事故隐患，严推
安全责任落实，严防生产安全事故，坚决守牢全院安全生产
基本盘。

二、排查范围 全院各科室。

三、时间安排

— 12 — 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月活动自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结束，分三个阶段，采取分级负责、边查边改、同步督导、
集中验收的方式进行。

（一）自查和集中排查阶段（即日起至 4 月 15 日）

1.各科室自查。全院各科室按照要求，全面开展安全风险隐
患自查自纠，对排查出来的安全隐患建立台账，逐项制定整
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积极进行整改。

2.集中排查。医院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组织人员、聘请专家深
入全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明确排查重点，列出排查名单，
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分级分类建立工作台账，逐一明确责任
科室、责任领导和具体责任人，实施销号管理，逐项抓好落
实整改。

3.报送情况。各科室要建立《安全生产风险隐患自查台账》
（附件 1），于 4 月 14 日前报送至医院安全生产领导小组
办公室（后勤安保服务中心），医院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办公
室汇总全院风险隐患自查台账，并填写《安全生产风险隐患
排查汇总表》（附件2），一并于 4 月 15 日前报市卫生健
康委办公室。

（二）集中整改和“回头看”阶段（4 月 15 日-4 月 25 日）

1.按照“谁检查、谁负责”的原则，各分管院领导、各科室
要对排查出来的安全隐患进行整改，认真填写《安全生产风
险隐患排查“回头看”汇总表》（附件 3），于 4 月 25 日
前报后勤安保服务中心，后勤安保服务中心汇总后报市卫生
健康委办公室。

— 13 — 2.医院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组织有关人员组成“回头
看”工作组，对各科室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改情况进
行抽查。



（三）总结验收阶段（4 月 26 日-4 月 30 日）

医院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将对各科室前期排查出来的安全隐患
整改情况进行检查，对完成整改的认真验收，确保整改到位；
未完成整改的督促加快整改，并认真检查整改过程中的安全
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各科室要对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月活
动开展情况进行梳理总结，形成工作报告，于 5 月 5 日前
报后勤安保服务中心。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科室要统筹好疫情防
控和安全生产工作，科学安排人员力量，认真组织开展好安
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月活动。请各科室依据本方案抓紧制定
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月活动实施方案，认真开展安全生产
风险隐患排查行动。

（二）严格督导检查。要坚持动真碰硬，对排查发现的安全
隐患，现场提出限期整改要求。对于重大安全隐患，要依法
依规挂牌督办。对具有《^v^刑法修正案（十一）》《省安全
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实施办法》《市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规定情形的，要移交司法机关，
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对工作敷衍应付、包庇纵容安
全生产违法行为甚至导致发生事故的，要依规依纪移交纪检
监察机关，严肃追责问责。

（三）加强督导调度。此次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月活动是
医

— 14 — 院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抓好全市安
全生产的基础性工作，医院安全生产领导小组要及时调度工
作进展情况，掌握工作进度和存在的问题，认真研究解决措
施，形成工作闭环。医院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组织督
导检查组，采取明查暗访形式，对各科室安全生产风险隐患
排查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并将督导情况予以通报。



附件：《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 原文及内容解读 一、严格
落实地方党委安全生产责任。

— 15 — 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大安全生产等约束性
指标在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将履行安全生
产责任情况作为对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考核、
有关人选考察的重要内容。党委主要负责人要亲力亲为、靠
前协调，定期主持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安全监管部门领导班
子、干部队伍、执法力量建设等重大问题。党委常委会其他
成员要按照职责分工，协调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宣传、政
法、机构编制等单位支持保障安全生产工作。

二、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安全生产责任。

地方各级政府要组织制定政府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职责清
单”和“年度任务清单”。政府主要负责人要根据党委会议
的要求，及时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其他领导干部要分兵把口、
严格履责，切实抓好分管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并把安全
生产工作贯穿业务工作全过程。各级安委会要创造条件实体
化运行，组织定期研判重大安全风险，滚动排查重大安全隐
患，主动协调加强民航、铁路、电力、商渔船碰撞等跨区域
跨部门安全工作。

三、严格落实部门安全监管责任。

...

雨季防雷工作总结篇三

1、 协调相关部门、施工单位加紧对接地部位进行测试、整
改，特别是断路问题。对检测不合格的接地线部位，及时通
报、制定方案，尽快完成整改。



2、 要求我厂员工对新发现的接地不合格问题及时上报分厂
设备安全部门，对班属分担辖区内软连接的接地线开路的，
由班组尽快恢复，对于不能整改的，应及时上报分厂设备安
全部门。

（1）雷雨天应避免登高作业，避免站到高处如构架的平台顶
层。

（2）遇到雷雨天气，员工不要在路灯等高大物体下面久留。

（3）雷暴天气时，在户外最好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因为手
机的电磁波也会引雷。同时打雷时避免接近一些正在作业的
电力设施。不要使用对讲机，尽可能使用现场配备的固定式
对讲系统。

（4）人乘坐在车内一般不会遭遇雷电袭击，因为汽车是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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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的金属体具有很好的防电功能。但乘车遭遇打雷时千万不
要将头、手伸出窗外。

（5）遇到突然的雷雨，当头发出现发硬竖起来，这时就应该
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减少跨步电压带
来的危害。

（6）巡检时应穿雨衣不宜打雨伞，高打雨伞容易遭雷击。

（7）遇到雷雨天气，不要接触避雷设备的任何部分。

（8）如果由于雷电造成机组停运，应迅速启动相应的`应急
预案。如果雷电造成火灾及停电应迅速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紧急停工，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见相应的应急预案）

（9）如果由于雷电造成人员受伤，应立即组织人员急救（见



附录《急救常识》），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120，请求急救。

（10）遇到雷雨天气，尽量避免快速奔跑，防止滑倒，同时
避免空气中产生电离变化，吸引暴雷。

（11）雷雨天气，应尽量避免电气设备切换操作。

（12）雷雨天气，应尽量避免触摸室内、外金属设备、设施。

（13）雷雨天气，所持物件、工具应尽量低于头部。

聚丙烯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二〇〇八年五月三日

附录1：急救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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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者处于昏迷状态，应当检查一下伤者的心肺功能是否正
常，按照以下三个步骤检查。如果怀疑是背部或颈部受伤，
则应注意不移动伤者的头，并尽快将其头部固定。

（1）掰开受伤者的嘴巴，把口中的阻塞物去掉，然后检查其
呼吸道：一只手放在受伤者的前额，另一只手的两个手指抬
起受伤者的下巴，使其头部向后仰。

（2）检查受伤者的呼吸。将脸颊贴近受伤者的嘴巴和鼻子
约5秒钟，感觉伤者的呼吸。同时注意观察受伤者的胸部运动，
判断受伤者的肺功能是否正常。

（3）测气管处的脉跳次数以检查受伤者的血液循环，测5秒
钟，如果有脉跳和呼吸，将受伤者按复苏姿势摆好，如果既
无呼吸又无脉跳，就开始进行心脏复苏治疗。



如果受伤者昏迷不醒，则最好将其按复苏姿势摆好，这样，
受伤者的舌头就不会堵住喉咙，口水从口中流出，以保证其
呼吸道通畅。

（1）如果受伤者昏迷不醒但仍有呼吸，就把其挨地的物臂抬
至身体的适当地方，把另一只手臂与脸颊靠近，挨地的腿放
直，另一条腿弯曲，把受伤的大腿向自己拉近，受伤者侧躺。

人所呼出的空气中氧气占16%，通过做人工呼吸，可以促

进病人的血液循环。如果病人停止了呼吸但还有脉跳，则每
分钟做10次，直到病人能够自主呼吸。

（1）让伤病者平躺在地面上，为保证其呼吸通畅，要把口中
的阻塞物去掉。把一只手放在伤病者前额上，捏紧鼻子。另
一只手放在其下巴下面，使其头略微向后仰。

（2）用拇指和食指捏紧伤病者的鼻子，嘴对嘴将空气吹入病
人肺部，持续2秒钟。然后停止吹气。让病人的胸疗完全瘪下
去。

（1）让病人躺在坚实的平面上，用食指和中指探摸位于最下
方的肋骨，然后手指向上移动，直到中指触摸到肋骨和胸骨
的交接处。

（2）中指位于胸骨处，另一只手掌沿胸骨向下移动，直到与
自己的食指接触，在这个地方压缩胸部。

各组织的氧气和养分供应不足，会导致全身血液流量减少，
从而引起休克。如果病人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其重要器官就
会停止工作，导致死亡。

对于休克病人的处理方法如下：



（1）把病人双腿抬高（略高于头部），使其保持清醒，解开
衣物，让病人放松，然后测量其脉搏。

（2）在病人的背部和胸疗盖上睡袋或大衣。测量其呼吸及心
跳。尤其是当病人失去知觉时，如果呼吸和心跳停止，施行
心肺复苏治疗。

雨季防雷工作总结篇四

一、落实防雷安全制度

防雷工作是安全生产的重要内容，是防灾减灾、保护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措施。防雷检测站要加强建设项目中防雷
装置的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工作，落实防雷装置必须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并投入使用的“三同
时”制度，切实从源头把好防雷安全关。防雷装置产权单位
或使用单位应当在夏季雷暴高发期前主动申报年度检测，并
委托具备资质的防雷检测机构进行定期检测，对检测中发现
的隐患及时整改，确保防雷装置发挥作用。

三、切实做好雷电风险评估工作

雷电风险评估是雷电灾害防御的基础性工作，是从源头保障
重点建设项目防雷安全、减少雷灾风险的重要措施。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重大建设工程、重点工程、重大区
域性经济开发项目、爆炸危险环境、人员密集场所等建设项
目雷电风险评估工作。建设单位应当在项目立项和初步设计
时、施工图设计前委托实施雷电风险评估。评估结论作为建
设项目施工图设计和安全条件审查的重要设计依据，从而达
到源头上防御、减轻风险和保障公共安全的目的。

四、加强防雷安全责任追究制度



落实防雷安全责任制，气象、安监、消防、住建、教育等管
理部门要履行各自的职责，密切配合、强化措施，将防雷安
全作为安全生产检查、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
共同做好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人员聚集场所、建筑施工
等重点行业领域的防雷安全工作。进一步加大对防雷安全责
任事故的查处力度，对于拒不接受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
验收、拒不接受防雷装置定期监测、防雷装置不合格又拒不
整改、使用不合格防雷产品的单位和责任人，气象部门要按
照有关规定进行严肃查处，并将有关情况通报当地安全生产
监管部门，必要时组织联合执法；对因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防雷安全措施不到位或灾害应急处置不得力造成重大事故的，
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五、做好雷电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工作

雨季防雷工作总结篇五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煤矿建集团《关于加强2018年雷电
灾害防御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切实加强施工现场雷电
防御管理，有效预防雷电引发的事故，减轻雷电灾害可能造
成的损失，保护项目财产和员工生命安全。结合项目实际，
特制定本制度。

安全培训制度

1、对于电工、金属焊接、切割等作业的操作人员必须进行专
门的安全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才准许持证上岗。

2、在采用新方法，添设新设备，调换工人工作岗位的时候必
须对工人进行新操作方法和新工作岗位的安全教育。

3、建立安全活动日和班前班后安全例会制度，对职工进行经
常的安全教育，并且结合文化生活，进行各种安全生产的宣



传活动。

4、经常对职工进行用电、防雷、消防知识教育，使职工能熟
练掌握所用器材的使用。

自检巡查制度

1、防雷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2、操作人员负责施工现场电气、仪表、配电设施，通排风装
置及建筑物的巡查管理，使其处于完好状态。

3、操作人员负责配电室的安全装置，变压器、避雷装置及用
电设备上的负荷行程限制装置等的巡查管理工作。

4、认真执行交接班制度，做到班前讲安全，班中查安全，班
后总结安全。

5、防雷操作人员，对设备安全运行负责管理，并做好记录。

6、每天深入作业施工现场检查、及时整改事故隐患，积极督
促有关人员做好防雷设备安全装置的维护保养工作，使其处
于完好状态。

7、严格劳动纪律和工艺操作，制止违章违纪行为。消除用电
过程中的各种不安全因素，防止事故的发生。

事故报告制度

••

1、严格执行国家有关防雷安全设备管理的法规政策，按规定
程序投入使用，并定期进行检测、维护、保养，保证安全可
靠。



••

2、对事故隐患及时进行治理，一时难予治理的，要采取防范
监护措施，同时要积极防止新的隐患形成。

••

3、防雷使用和重大危险源应当登记、建档，进行定期检测、
评估、监控，并制定应急预案，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在
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
重大危险源及有关安全措施、应急措施报上级安委会办公室、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气象部门备案。

••

4、防雷使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必须立即组织抢救，按规定立
即向上级安委会和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及气象部门报告，
不拖延隐瞒，不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私自处理。

••

5、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即向现场安全
管理人员或单位负责人报告，接到报告的人员应当及时予以
处理。

宿州市高新区云计算产业园一期工程项目部 2018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