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乡镇疫情应急预案(优秀8篇)
决议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实现我们的梦想。
决议的撰写需要有专人负责校对和审定，以确保准确和规范。
这些决议范文能够为你提供思路和方法，帮助你制定自己的
决议。

乡镇疫情应急预案篇一

组长：

成员：

全面领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参与制订、修订
本组应急方案：确定事件级别：对应急准备提出建议，对应
急处理进行技术指导；对应急反应的终止、后期评估提出咨
询意见：制订应急队伍演练方案，参与演练的检查、指导和
效果评价工作：负责我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事件发生态
势判断及对突发事件进行决策，负责全面领导、组织、协调
各防控组成员，部署防控处置工作。

2、疫情报告组

组长：

成员：

负责掌管疫情报告和审核工作，实行24小时值班制，对各屯
上报的疫情信息进行统计和分析，并及时向防控指挥办公室
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向县委、县政府、县卫计局、县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等上级部门报告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信息动态；疫情事件的初始报告、进程
报告和结案报告的撰写与报告；对村卫生院疫情网络报告进
行指导；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行动态监控，保证我村



与上级疾控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报告信息畅通，每日
执行“两报告”制度与零报告制度。

3、疫情处置组

组长：

成员：负责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采取及时有效措施，对
疫点或疫区进行随时和终末消毒处理，对卫生院等医疗机构
消毒处理，控制疫情进一步蔓延。负责疫情调查、危害评估
等工作，根据防控工作的需要，负责及时提出需要储备的药
品、消杀用品等应急物资用品，发现重疫患者或疑似病例患
者，及时进行处置，转至定点医疗机构医治，并按医疗措施
安排医护人员跟踪病情。

4、宣传组

组长：

成员：

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制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的新闻宣
传报道和舆论引导方案，指导村级小广播、及相关部门做好
疫情的信息发布、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等工作；负责开展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知识普及、心理危机干预及防控技
术支持，消除公众恐慌，维护社会稳定，以利于疫情的控制。

乡镇疫情应急预案篇二

（一）建立信息系统。建立完善疫情防控应急决策指挥系统
的信息、技术平台，承担疫情防控及相关信息收集、处理、
分析和传递等工作，采取分级负责的方式进行实施。

（二）应急处置机构和队伍。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建设，承担



疫情防控及苗头报告工作；加强志愿者队伍，建立人员数据
库，平战结合、分类管理、明确职责。

（三）培训与演练。加强卫生应急培训工作，制定定期培训
制度，提高镇区范围内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能力。开展各类防
疫知识的宣传教育，积极参与上级组织的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形式，组织开展疫情防控的应急
演练。

（四）物资、经费保障。制定落实镇疫情防控应急处置的财
政补助政策，建立物资储备机制。发生疫情防控时，根据应
急处理工作需要调用储备物资，卫生应急储备物资使用后及
时进行补充。

（五）应急避难场所保障。镇政府根据疫情情况和响应等级，
按要求及时设立集中隔离点，要求单人单间，被确定为集中
隔离点的单位，应服从镇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安排，并提供
相应的后勤保障。

（六）宣传教育。镇直部门、各村、企事业单位要制定宣传
计划，利用村级广播、eld显示屏等媒体进行防疫应急知识的
宣传教育，指导群众依法、科学应对疫情防控。

乡镇疫情应急预案篇三

为加强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应对准备，指导和规范我
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应急处置等工作，最大程度地减
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公众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的危害，
保障我村人民群众生命安危、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现结合实
际制定我村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方案。

乡镇疫情应急预案篇四

1.可疑患者报告。村卫生室和个体诊所发现可疑患者后要在



留观患者的同时，2小时内报告乡镇卫生院，乡镇卫生院负责
采集样本和送检，并协助做好转诊等工作。农村药店发现购
买退烧药、抗感染等药物的患者后2小时内报告乡镇卫生院。

2.核酸检测结果报告。检测机构接到样本后在12小时内反馈
检测结果，阳性结果要立即反馈送样机构和县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

3.感染者网络直报。医疗机构发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后2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无网络直报条件的医疗机构立即电
话报告疾控机构进行网络直报。

乡镇疫情应急预案篇五

1.组织领导。县级疫情防控指挥体系要保持应急状态，实
行24小时值班，严格执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落
实党委政府属地责任、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单位主体责任、
个人和家庭自我管理责任。充分发挥县乡村三级预防网作用，
建立“县级领导分包乡镇、乡镇干部分包村、村级干部分包
户”的三级分包机制，落实乡镇干部、村干部、公安干警、
村乡医务工作者和网格员的“五包一”责任制。发挥医共体、
医联体作用，县乡一体落实县级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的区
域防治任务，乡镇一体落实乡镇卫生院的包村任务。健全乡
村公共卫生委员会，组织村民做好冬春季和春节疫情防控工
作。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疫情防控工作领导责任，
强化督促检查，发挥好村“两委”、第一书记、驻村干部和
广大农村党员的作用，组织动员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
道德理事会、红白理事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
社和广大群众开展群防群控，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

2.能力保障。加强县乡村三级专业人员样本采集、核酸检测、
流行病学调查、环境消杀等技术培训。加强医疗机构和疾控
机构采样和核酸检测能力建设，通过调派移动检测力量或购
买第三方检测机构服务等方式，确保县域内至少有1家机构具



备核酸检测能力。县级人民政府要按照一个感染者备用100间
隔离房间，地(市、州)级人民政府要统筹区域内集中隔离房
间，应对大规模人员隔离的需要。集中隔离场所要满足相关
标准要求，配备好工作人员和车辆、消毒剂、隔离服等防疫
物资。

3.对口帮扶。城市三级医院已经与县医院组建医联体的，省
市两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监督城市三级医院加强对县医院
的综合支持，要派出管理、医疗、护理、检测、院感等人员
驻点指导，特别是春节期间要加强驻点值班值守。县医院没
有与城市三级医院建立医联体的，省市两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要指定三级医院分县包片，按照划定的责任范围，加强对
县医院的驻点指导。通过城市三级医院对口帮扶，提高县域
内医疗机构院感防控、核酸检测、医疗救治等能力和水平。

4.物资保障。各省级和地市级人民政府要细化应急预案，逐
级开展多部门参与的培训演练，做好增援农村地区疫情防控
的准备。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的经
费支持和物资保障，落实疫情发生后区域管控的生产生活保
障的准备工作。乡镇政府、村委会要以行政村为单位提前准
备防护物资。各地要切实做好农产品供应，满足农村居民生
活需求，把粮油、蔬菜、肉蛋奶、水产品等农产品纳入疫情
防控期间生活必需品保障范围。落实好鲜活农产品运输“绿
色通道”政策，督促各地维护正常市场流通秩序，确保农产
品产销顺畅。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科学合理安排蔬菜、
肉蛋奶、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强化农作物田间管理，
保障农业生产资料物流畅通，不得随意以防疫为借口拦截农
资运输车辆。

5.督导检查。各地要按照工作方案要求，提前部署，责任到
人，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纳入各级政府考核内容。党委
农办要积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指导农村地区抓好疫情防控、
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保障工作。要组织开展春节期间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专项督查工作，将农村地区疫情防控作为督查



的重点内容，督促指导各地排查风险漏洞，补齐短板弱项，
确保及时整改到位。对于工作中存在的不担当、不作为、乱
作为、失职渎职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严肃问责。

各省级联防联控机制要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冬春季农村地
区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并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备案。

乡镇疫情应急预案篇六

各科室、村街、有关部门及要进一步提高意识，落实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责任制，落实好排查制度，做
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处置，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

（二）积极宣传提高疫病防控能力

加强值班值守工作，严格落实在岗值班制度，做好防疫护具、
消毒药品等采购和储备。发现疫情地区人员和车辆要及时上
报镇排查报告组及组织部。二是加强区域防控信息宣传。各
村额吉要密切关注政府权威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及时通过
宣传栏、电子屏、微信矩阵、广播等多种渠道，宣传疫情预
防等知识，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三）是强化消毒清洁防控手段

加强卫生保洁、病媒消杀工作，生活垃圾做到日产日清。对
公共场所及高频次接触的设施设备要重点清洁和定期消毒，
强化人员流动密集公共区域通风消毒杀菌，确保空气流通。
村街工作人员要加强自身防控，正确佩戴防护口罩，勤洗手，
接触生活垃圾的清洁人员应戴橡胶手套等，以身示范做好疫
病防范工作。

（四）强化应急值守与应急保障



要切实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及时接听和处
置疫情举报信息，确保信息畅通，有效应对，规范处置。

乡镇疫情应急预案篇七

(一)对各村(社区)一律实行封闭式管理，各村、社负责对所
辖区域从湖北、重庆、安康等重点疫区返乡人员(以下简称可
疑人员)，对照户口簿或身份证逐户逐人调查摸排并登记造册，
每天上午10.30前上报党政办，由所在村、社落实专人负责进
行全程监管。

(二)对非重点疫区返回的其他村(居)民，要居家隔离14天，
并密切关注其健康状况，如有发热、干咳、胸闷等症状的，
要落实专人引导其到指定的医疗发热门诊就诊。

(三)群众到药店购买退烧、咳类药品实行实名登记，并由药
店向当地村、社实时报告，由村、社安排医疗人员对其进行
体温检测和诊断并及时上报白沙镇人民政府。

(四)如本村(社)有与确诊、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都，则要全
力配合当地政府和医疗主管部门做好转移隔离工作。

乡镇疫情应急预案篇八

为科学、有效、及时防范和应对我镇范围内可能出现的突发
性疫情，做到早防控、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
早治疗，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对公众健康和社会造成的危害，
确保一方平安、维护社会稳定。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预
案。

（一）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各村在镇党委、镇政府的领导
下统一指挥和协调辖区内突发疫情的应急工作，各村和镇属
各单位按照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根据疫情发生的级别，对突发疫情的应急情况实行分级管理。



（二）快速反应，高效运转。各村和镇属各单位要做好突发
疫情的各项应对准备工作，根据需要建立应急预备队，一旦
发生疫情，要做出迅速反应，采取果断措施，及时上报和控
制疫情。

（三）预防为主，群防群控。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对
疫情的监测和预警预报。同时，加强防疫知识的宣传，提高
全社会的防范意识，依靠群众，全民防疫，动员一切资源，
做到群防群控，尽最大努力切断一切可能的病毒传播途径。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各类突发疫情后，镇政府协助卫生、畜牧
等部门查找病源，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同时做好预防、控制
和扑灭疫情时的。应急处理工作。

镇政府成立突发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统一组织领导各村、各
单位的防控工作，具体名单如下：

组长：贺秉政（党委书记）

副组长：张建荣（党委副书记）

李驰（畜牧站站长）

成员：张斌（镇人大主席）

吕小华（纪委书记）

刘静（组织委员）

张旭（副镇长）

魏大统（副镇长）

狄旗（镇人武部长）



李文东（经济综合服务站站长）

让润飞（公共事业服务站站长）

刘建东（社会保障服务站站长）

李梦龙（派出所所长）

杨忠财（九年制学校校长）

杜海军（幼儿园园长）

刘建宏（卫生院院长）

许耀宏（五合村支书）

雷殿成（黄大梁村支书）

李建强（庙湾村支书）

雷志林（马季沟村支书）

余治权（贺阳畔村支书）

鲁向光（高升村支书）

高树英（大界村支书）

张勋（五合村主任）

高彦毕（黄大梁村主任）

王贵宝（庙湾村主任）

张迎军（马季沟村主任）



贺虎林（贺阳畔村主任）

刘伟（高升村主任）

詹亚兵（大界村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党政办，办公室主任由李
驰同志兼任，成员有镇畜牧站全体成员。办公室具体负责督
促检查各村委、镇属各单位疫情预防工作并向上级部门上报
预防情况和疫情信息。

为保证各类疫情防控工作顺利进行，各分管领导按照联系驻
村分工安排，负责指导、督促相关单位做好防控工作。同时，
镇政府组建相应保障工作小组，落实相关应急处理工作。

1、应急处置组：组长张建荣，负责组织指导疫情普查、疫情
监测、防疫监督；组织、培训疫情防控预备队。

2、预防监测组：组长李驰，负责辖区内疫情防控宣传工作，
及时掌握群众动向；对辖区内出现的疫情或者疑似病例进行
登记、上报。

3、社会维稳组：组长狄旗，负责应急处理过程中矛盾调解等
工作，及时反馈群众诉求，积极化解应急处理过程中的社会
矛盾。

4、后勤保障组：组长让润飞，负责做好疫情防控的各项后勤
保障工作。

5、督查宣传组：组长吕小华，负责监督应急处理过程中全体
人员依法开展工作，查处应急处理工作中的违法违纪问题，
扎口做好媒体接待及统一宣传口径等相关工作。

（一）发现人疫情或疑似疫情的，立即按照有关规定启动应



急预案，及时上报相关部门，对感染病例所在地范围内进行
紧急免疫和消毒，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监测。做好居民的
思想工作和教育宣传工作，稳定人心。

（二）对发生疫情所在地区进行逐户排查，及时上报并积极
配合卫生、畜牧等部门加强检疫监管。

（三）对发生疫情地区的疫情原因进行调查，加强与卫生等
部门疫情防控的交流与合作，查找病源，发布预警。

（四）加强对相关人员的自身防护，并协助相关部门加强对
涉禽场所、扑杀（屠宰）人员等高风险人员的检测和医学观
察。

（五）开展防控科普知识的宣传，提高群众自我防护意识。
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利用宣传栏、黑板报、社区小喇叭
等各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整治环境卫生，清理卫生死角。

（六）发现疫情或疑似疫情的，应立即组织召开防控领导小
组紧急会议，讨论后续防控、监测、隔离、消杀等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工作机制。坚持镇党委、镇政府
统一对防控工作进行领导，迅速成立工作小组，建立完善疫
情监测等防控应急机制。明确镇政府分管领导为各村第一责
任人，各网格长为本村小组第一责任人，各村支书、主任为
本村直接责任人，针对疫情坚持实行每日定时报告制度。一
旦发现突发疫情或疑似疫情的，必须立即上报，确保做到及
时、迅速、高效地进行应急处理。

（二）抓好源头控制，查处家禽饲养。组织疫情防控预备队
对于农贸市场及辖区内其他家禽零售点暂停家禽交易活动，
严格取缔各类路边非法家禽交易行为，协助相关部门进行消
杀处理。同时，引导广大村民共同参与乡村治理工作，共同
维护整洁、优美、安全的农村环境。



（三）开展爱卫活动，清理卫生死角。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及除四害、清理卫生死角等活动，通
过宣传栏、黑板报、社区小喇叭等形式广泛宣传防范疫情的
相关知识，倡导健康、卫生、科学的生活方式，预防禽流感
在人群中传播。

（四）落实应急值班，做好情况上报。切实执行关于疫情防
控应急值班制度，安排镇村干部排班值守，保持手机24小时
畅通。坚持做好每日情况上报，各村每天下午15：00前上报
防控情况，重要情况一事一报，确保及时掌握全镇疫情防控
工作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