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安全事故处理应急预案 食品安全事
故处置应急预案(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安全事故处理应急预案篇一

（一）、可能引发师生食物中毒的原因：

购入的食品存在质量问题；食堂工作人员因操作不当引起食
物变质、不符合食用要求；及个别人的恶意下毒等原因造成
食物中毒事故。

（二）师生食物中毒事故的预防措施

1、加强幼儿园食堂食品卫生工作的管理，严格执行幼儿园食
品卫生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有效措施，责任到人，投入足量
经费保障食堂卫生器具、消毒工具及其他设备的添置和更新。

2、非食堂工作人员不得随意进入厨房。加强对食堂工作人员
的培训、教育工作，严禁无健康证人员在学校食堂上岗工作。
食堂工作人员应按规定定期进行体格检查，做到持证上岗。

3、幼儿园食堂、食品供应部门严格把好食品质量关，杜绝不
洁、变质及三无产品流入学校；规范食品加工、操作程序，
做到烧熟煮透，加工好的食品及时放入密封间；严格生熟食
品的管理，防止熟食二次污染；做好食物留样工作，留样食
品必须按规定保留48小时；严格操作环节中的消毒工作，消
毒方法得当、时间保证。



4、保障师生饮用水源，师生饮用水要有专人管理，存放环境
整洁，加强日常检查，一旦发现变质，立即停用；饮水机要
定期消毒，供水商要求证照齐全。

5、积极开展对师生的食品卫生教育。教育师生不吃无证摊贩
的不洁食物，培养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

（三）、师生食物中毒事故的应急处理程序

1、立即将中毒师生送就近医院救治。同时向区教办及卫生监
督部门报告。

2、幼儿园安全领导小组立即介入事故的处理，并根据情况，
制定工作方案，落实人员分工。

3、幼儿园保健医生做好食物中毒事件的专项登记工作，其内
容包括：班级、人数、姓名、发病日期、主要症状、处理情
况等，并积极协助卫生监督部门做好调查工作，以利于有关
部门采取措施、组织抢救、调查分析中毒原则和预防方法。
若怀疑为投毒事件，应立即向公安部门报案。

4、积极做好中毒师生的就医陪护工作，及时联系幼儿家长，
如实向幼儿家长阐述事故经过，并认真做好幼儿家长的工作，
争取家长的配合、谅解。

5、保护现场、保留样品。保护好现场和可疑食物，吃剩的食
物不要急于倒掉，食品用工具、容器、餐具等不要急于冲洗，
对病人的排泄物（呕吐物、大便）要保留，以便卫生部门采
样检验，为确定食物中毒提供可靠的情况。

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认真做好理赔工作。

6、在查明情况之前对可疑食物、水源应立即停止食用。查明
情况后，对确定的引起食物中毒的食品，应按规定进行处理。



7、联系保险等部门及时做好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对有关责
任人按规定作出处理。

安全事故处理应急预案篇二

　为建立健全我校应对食品安全事故的救助体系和运行机制，
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减少学校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
广大师生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学校
教育教学秩序，根据食品安全有关要求，结合本校实际，特
制定本预案。

成立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领导小组职责：

2．接受上级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配合卫
生行政部门及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对学校食堂、学生在校用餐
造成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及组织应急救援处理
工作。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轻微食品安全事故或事件：

1．发现中毒病例1—3例或疑似中毒病例3例以上，可能造成
一定危害的；

2．校园周边有其他单位或个人发生群体食品安全事故，可能
对学校师生造成严重危害的。

若学校发生普通食品安全事故或事件1—3例，现场有关人员



应立即报告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第一时间以电话或其他
有效方式报告镇政府、教体局分管领导。

按照食品安全事故分级处理的办法，根据事故的分级，学校
应作出相应的反应，具体如下：若学校发生一般食品安全事
故，事故现场有关人员一经发现应当立即报告单位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在接到报告后，第一时间以电话或其他有效方式
向镇政府、教体局报告。并在2小时以内以书面形式报告。

事故报告分初次报告、阶段报告和总结报告，具体要求为：

1．初次报告。应尽可能详细报告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单位、
危害程度、发病人数、死亡人数、事故报告单位及报告时间、
报告单位联系人员及联系方式、事故发生原因的初步判断、
事故发生后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等，如有可能应当报
告事故的简要经过。第一时间进行口头报告，2小时内再书面
报告。

2．阶段报告。既要报告新发生的情况，也要对初次报告的情
况进行补充和修正，包括事故的发展与变化、处置进程、事
故原因等。重大和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实行态势变化进程
报告和日报制度。

3．总结报告。包括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鉴定结论，对事故的处
理工作进行总结，分析事故原因和影响因素，提出今后对类
似事故的防范和处置建议。

1．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迅速组织人力和必要的应急救援
装备、器材和物资，将病患受害人员就近送往惠东华侨医院
进行救治。

2．全体教职工要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应急救援领导小组要及
时了解事故情况，研究确定救治工作事宜。



3．立即停止学校饮食摊点、食堂的生产经营活动，及时向镇
政府和教育局报告，并封闭造成食物中毒或可能导致食物中
毒的食品和原料、工具、设备和现场。

4．稳妥安排好其他师生员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做好学生
家长及社会人员的接待工作。

（1）在事故发现后应立即组织全体教职员工进入应急救治、
救援工作状态。

（2）如需要医护人员到现场医疗救治或需要专家到现场评估
事故的，应及时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援助并及时调集
必需的药物、医疗器械等资源，支援现场救治和防疫工作。

（3）安排专人负责与镇政府、教体局联络和医疗救治组联系，
必要时向镇应急指挥部或相关部门请求援助，以保障应急救
治的顺利进行。

安全事故处理应急预案篇三

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xxxx有限公司

一、领导小组

成立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负责本单位食品安全
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组

长：侯然然

组

员：赵



晨、田淼春、李晓峰、顾宏元、刘志国

二、应急处置程序（一）及时报告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有关人员立即向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
置领导小组报告；立即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封存导致或者可
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及其原料、工具及用具、设备设
施和现场。

自事故发生之时起2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卫生部门
（联系电话：）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联系电话：）报
告，报告内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单位、地址、时间、
中毒人数及死亡人数，主要临床表现，可能引起中毒的食物
等。并按照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采取控制措施。（二）立即
抢救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立即将中毒者送医院(120)抢救。

（三）保护现场

对事故延报、慌报、瞒报、漏报或处置不当的，要追究当事
人责任；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要组织力量做好中
毒人员的安抚工作，确保不让事态扩大，任何个人不得自行
散布事故情况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感谢您的赏阅

安全事故处理应急预案篇四

1、学校成立食品卫生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

组长:**

副组长:**

成员:************x



2、应急处理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在获悉学校发生食品中毒事故后，立即赶赴现场，详细了
解情况。统指挥食品卫生安全事故处理，协调各方力量进行
应急救援，控制事态发展。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对学生进行救
治、对造成中毒的原因进行调查，及时追踪了解中毒学生的
情况及中毒原因，并立即逐级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协调有关
部门妥善处理事故。

(2)定期组织学校食品卫生安全

工作总结

、研讨,形成评估和反馈意见，及时查漏补缺。

(3)统一组织事故善后处理工作，落实

整改措施

，尽快恢复学校正常工作、教学秩序。

(二)、日常工作的开展

1、完善制度，悬挂于墙壁醒目处。

2、强化督查

3、落实职责

4、加强教育

(三)、具体的应急措施

学校成立食品卫生安全事故应急处理小组，事故应急处理人
员由领导小组组长统一调度，一旦发生疑似食物中毒，立即



启动学校食物中毒应急机制，学校相关部门应当立即做好各
项应急处理工作:

1、积极组织抢救病人，尽可能按照就近、相对集中的原则进
行抢救处理。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催吐，呕吐有利于毒物排
出。及时送往上级医院妥善处理病人，及时解决有关问题。

2、立即向教育局和县卫生防疫站报告学生中毒情况、中毒发
生时间、中毒主要症状、中毒的学生人数等，如果怀疑与投
毒有关，还应向当地公安部门报告。

3、食物中毒事故发生后学校应注意保持学校的稳定，食物中
毒应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部门确认，要严格控制
消息发布渠道，及时、准确做好信息公开，并如实向上级部
门汇报，不瞒报、谎报。对一些谣传也要及时澄清，避免师
生、家长不必要的恐慌。同时要安抚好中毒学生，稳定学生
情绪，做好与学生家长沟通，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4、保护好现场，保管好供应给学生的食品，维持原有的生产
状况。放入冷藏箱(柜)交调查人员，禁止继续食用和擅自销
毁。追回售出的中毒食品或疑似中毒食品。对制作、盛放可
疑食品的工具、容器以及可能的中毒现场予以控制。

5、在卫生部门的专业人员到达后，配合专业人员收集可疑食
品和中毒学生的呕吐物、排泄物、洗胃液等。同时介绍中毒
的情况并开展现场流行病学生调查。对剩余的食物予以暂时
封存。待现场调查结束后，按照卫生专业人员要求进行现场
消毒清洁处理。

6、协助卫生部门做好调查工作及各项后勤保障工作。

(四)、注意事项

(1)稳定学生情绪，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2)事故发生后，要注意维护正常的学习秩序和工作秩序，组
织人员做好食物中毒人员的思想工作。

(3)发现学生有类似食物疑似中毒症状时，应迅速送医院诊治。

(4)迅速向教育局及卫生防疫部门报告。

(5)做好所食用食物取样工作，以备卫生部门检验，若是校外
食物所致，也要立即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取样。

(6)迅速排查食用致毒食物的师生名单，并检查他们的身体状
况。

(7)积极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做好诊治、调查、事故处理等工作。

安全事故处理应急预案篇五

为建立健全我校应对食品安全事故的救助体系和运行机制，
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减少学校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
广大师生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学校
教育教学秩序，根据有关食品安全工作要求，结合本校实际，
特制定本预案。

（一）学校成立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由校长担任，副组长**，成员为全体中层教干，应急救
援工作联络员为王洪聪。

学校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时，应急救援工作领导小组应在
第一时间迅速落实救援工作，并及时报告镇政府、县教体局；
接受上级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领导小组）统一指
挥，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及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对学校食堂、学
生在校用餐造成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及组织应
急救援处理工作。



（二）学校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组下设事故调
查处理组、联络及医疗救治组、信息管理及善后处理组等3个
工作组。

1、事故调查处理组组长：成员：

主要职责：配合上级应急指挥部（领导小组）下设的事故调
查组和事故处理组工作。积极实施救援工作，配合调查事故
发生原因，评估事故影响，做好整改工作，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防范意识。

2、联络及医疗救治组组长：成员：

主要职责：负责与上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领导小组）和专
家咨询组的联络工作；协助和配合上组医疗救治组工作，迅
速开展救治工作。

3、信息管理及善后处理工作组组长：成员：

主要职责：协助上级应急指挥部（领导小组）下设的信息管
理发布组和善后处理组工作。把握、搜集、提供本校应急救
援的新闻线索，协助做好新闻报道工作；做好事故伤亡人员
善后处理及家属的安抚工作。

（一）轻微食品安全事故或事件报告范围和程序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的，为轻微食品安全事故或事件：

1、发现中毒病例1—3例或疑似中毒病例3例以上，可能造成
一定危害的；

2、校园周边有其他单位或个人发生群体食品安全事故，可能
对学校师生造成严重危害的。若学校发生普通食品安全事故
或事件1—3例，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报告单位负责人，单位
负责人第一时间以电话或其他有效方式报告镇政府、教委分



管领导。

（二）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事件报告范围和程序

按照食品安全事故分级处理的办法，根据事故的分级，学校
应作出相应的反应，具体如下：

若学校发生一般或以上食品安全事故，事故现场有关人员一
经发现应当立即报告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在接到报告后，
第一时间以电话或其他有效方式向镇政府、区教委报告。并
在2小时以内以书面形式报告详细情况。

（三）报告要求：

事故报告分初次报告、阶段报告和总结报告，具体要求为：

1、初次报告。应尽可能报告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单位、危
害程度、发病人数、死亡人数、事故报告单位及报告时间、
报告单位联系人员及联系方式、事故发生原因的初步判断、
事故发生后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等，如有可能应当报
告事故的简要经过。第一时间进行口头报告，2小时内再书面
报告。

2、阶段报告。既要报告新发生的情况，也要对初次报告的情
况进行补充和修正，包括事故的发展与变化、处置进程、事
故原因等。重大和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实行态势变化进程
报告和日报制度。

3、总结报告。包括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鉴定结论，对事故的处
理工作进行总结，分析事故原因和影响因素，提出今后对类
似事故的防范和处置建议。

1、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迅速组织人力和必要的应急救援
装备、器材和物资，将病患受害人员就近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2、全体教职工要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应急救援领导小组要及
时了解事故情况，研究确定救治工作事宜。

3、立即停止学校饮食摊点、食堂的生产经营活动，及时向镇
政府和区教委报告，并封闭造成食物中毒或可能导致食物中
毒的食品和原料、工具、设备和现场。

（一）在事故发现后应立即组织全体教职员工进入应急救治、
救援工作状态。

（二）如需要医护人员到现场医疗救治或需要专家到现场评
估事故的，应及时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援助并及时调
集必需的药物、医疗器械等资源，支援现场救治和防疫工作。

（三）安排专人负责与镇政府、县教体局联络和医疗救治组
联系，必要时向镇应急指挥部或相关部门请求援助，以保障
应急救治的顺利进行。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