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餐饮综合应急预案(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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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综合应急预案篇一

为了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止食物中毒事
故和食源疾患的发生，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管理办法》、《食品安全
实施细则》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
法规，结合本餐馆实际，特制本预案。

本餐馆负责人为食品安全责任第一责任人，同时配备了食品
安全专职管理人员，食品采购人员、食品原料验收和食品添
加剂管理人员、废弃油脂管理人员的组织机构，职责分工明
确，根据各自职责，实行食品安全追究制度。

由本餐馆负责人统一指挥、统一布置、统一调配，对食品安
全达到快速反应，分工协作，及时有效地疑似食物中毒事故
和食源性疾患进行处理，实行专人负责负责，专人报告制度，
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本餐馆负责人，同时上报上级有关部门，
并制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记录，积极配合上级有关部门
对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

定期组织本餐馆从业人员学习《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
管理办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法
规，餐馆负责人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本餐馆分职人员的工作记
录，现场查看餐馆内的各项食品安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
改，将食品安全事件控制到最低限度。



发现本餐馆内发生疑似食物中毒或食源性疾患，立即控制现
场，及时上报有关部门的同时，做好消费者的解释和相关食
品安全的宣传工作，使消费者解除心理负担、弃除心影，配
合事故的调查处置工作。

餐饮综合应急预案篇二

为确保我园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食品卫生法》
的有关规定，必须切实加强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加强对
食品生产、护送饭菜各环节的`管理，杜绝食物中毒和食源性
疾病的发生和流行。

略

1、为保证全园师生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伙食团严格执行
园内制定的各项管理制度：即《食品卫生制度》、《岗位责
任制度》、《奖惩制度》等。

2、工作人员必须持身体健康合格证上岗，每天上班前要清理
个人卫生，操作和分饭时要戴口罩和手套，并且穿戴洁白色
衣帽。

3、严格把好采购、保管、操作三个关口，采购的食物要新鲜，
肉类要到经畜牧局检疫的定点摊位购买;保管要符合要求，各
种食品要分类存放，生熟食品要分开冷藏，坚决不进"三无"
产品。

4、把卫生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制定切实可行卫生管理责任目
标，把食品卫生、环境卫生、个人卫生管理工作明确职责，
责任到人，把食品安全工作作为安全工作的头等大事长期抓
好、抓落实。

5、每餐的食物烹调后要保留样品，48小时后才能取消，以备
检查，每餐的食物要先试尝后没有什么异样方能提供给学生，



而且每餐的留样要有记载。

6、操作间做到每日清扫，每周大清扫，保证墙壁、地面清洁
无污垢;餐具每日做到一洗、二清、三消毒(煮沸15分钟以上，
再放入消毒柜)，存放柜要保持清洁。

7、随时提高警觉，注意每个环节把好关，非工作人员不得擅
自出入工作地，定时地对工作人员进行政治学习和素质培养。

1、一旦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一边向卫生监督部门和园领导
反应，同时马上与医院和有关部门联系或打120急救中心。

2、充分作好调查、登记事情的经过原因，尽快配合有关部门
找出隐患的根源，尽快地核实情况，要查个水清落实。

3、即时与父母、家属联系，主动配合父母及有关单位，争取
早日查出事故原因，要把危害控制在最小范围。

餐饮综合应急预案篇三

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危害，
指导和规范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最大程
度地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危害，保障公
众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特制定本应急预案。

本预案适用于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身心健
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
和职业中毒以及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社会安全等事件引
起的严重影响公众身心健康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1)预防为主，常备不懈。提高全社会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防范意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做好人员、技术、物资和设
备的应急储备工作。对各类可能引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
况要及时进行分析、预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范围、性
质和危害程度，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行分级管理，遵循属
地管理的原则。长沙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主任负责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属有关单位和
部门按照预案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处理的有关工作。

(3)依法规范，措施果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立健全系统、规范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制度，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
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及时、有效开展监
测、报告和处理工作。

(4)依靠科学，加强合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要充分
尊重和依靠科学，要重视开展防范和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科研和培训，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提供科技保障。
各单位、部门要通力合作、资源共享，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要广泛组织、动员员工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
急处理。

1、应急领导小组

为切实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成立北京市长沙宾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导小组。实行属地
管理的原则，领导小组负责对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做出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大决
策。领导小组成员名单见附件。

2、日常管理机构

办公室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公室，负责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处理的日常管理工作。

1、预警



按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发展规律和特点，及时分析其对
公众身心健康的危害程度、可能的发展趋势，及时做出预警。

2、报告

任何部门和个人都有权向相关单位、部门负责人报告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及其隐患，也有权向联络处领导举报不履行或者
不按照规定履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职责的部门、单
位及个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办公室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
准确地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处置情况。

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各单位、部门要按照分级响应的
原则，做出相应级别应急反应。同时，遵循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实际情况和预防控制工作的需
要，及时调整预警和反应，以有效控制事件，减少危害和影
响。要根据不同类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和特点，注重
分析事件的发展趋势，对事态和影响不断扩大的事件，应及
时升级预警和反应级别；对范围局限、不会进一步扩散的事
件，应相应降低反应级别，及时撤销预警。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要采取边调查、边处理、边抢救、
边核实的方式，以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1、组织协调有关单位、部门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

2、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需要，调集本辖区员工、物资、
交通工具和相关设施、设备参加应急处理工作。涉及危险化
学品管理和运输安全的，有关单位、部门要严格执行相关规
定，防止事故发生。

3、划定控制区域：根据联络处相关文件精神，按照划分区域
责任制原则，属地管理。

4、疫情控制措施：发生疫情区域，各单位、部门应及时向领



导小组反映，报经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后，所属区域内
采取限制或者停止集会、宴请、住宿，以及其他人群聚集的
活动；封闭或者封存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
食品以及相关物品等紧急措施；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
及相关设施和设备。其中传染病情况必须及时上报到街道文
教科卫生科，电话：xxxxx或xxxxxx。

5、流动人口管理：对流动人口采取预防工作，落实控制措施，
对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采取就地隔离、就地观察、就地治
疗的措施，对密切接触者根据情况采取集中或居家观察。

6、信息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要按照有关规定作
好信息发布工作，及时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导小组报告，
及时主动、准确把握信息，实事求是，注重社会效果。

7、维护社会稳定：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各单位、部门要保障
商品供应，平抑物价，防止哄抢；严厉打击造谣、传谣、哄
抬物价、囤积居奇、制假售假等违法犯罪和扰乱社会治安的
行为。

未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单位、部门应根据其他地区发生
事件的性质、特点、发生区域和发展趋势，分析本地区受波
及的可能性和程度，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密切保持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导小组的联系，确保及时
获取相关信息。

2、组织做好本辖区应急处理所需的人员与物资准备。

3、加强相关疾病与健康监测和报告工作，必要时，建立专门
报告制度。

4、开展重点人群、重点场所和重点环节的监测和预防控制工
作，防患于未然。



5、开展防治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提高公众自我保护意识和
能力。

6、根据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决定，积极配合开展交
通卫生检疫等。

7、演练：各单位、部门要按照“统一规划、分类实施、分级
负责、突出重点、适应需求”的原则，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
结合的形式，组织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演练。

按规定落实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经费，用于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各单位、部门要组织开展多种宣传形式，广泛开展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知识的普及教育，宣传卫生科普知识，指导教
育员工以科学的行为和方式对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充分
发挥联络处工会、共青团委员会在普及卫生应急知识和卫生
科普知识方面的作用。

文档为doc格式

餐饮综合应急预案篇四

为做好春节期间年夜饭承办单位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确保群
众过上一个安全、放心、祥和的节日，根据市局要求，制
定“年夜饭”食品安全监管预案。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对城区7家年夜饭承办单位进行监管职责分工，明确监管人员



的监管职责：

秦银萍：负责年夜饭承办单位食品安全全面工作；

谭世清：负责城区年夜饭承办单位食品安全具体工作安排；

薛磊、秦秋玲：负责四和园、冰城饺子馆、重庆昊轩火锅三
家餐饮单位的餐饮单位的食品安全责任。

20xx年2月4日至20xx年2月24日

承办20xx年“年夜饭”和春节期间集体聚餐的餐饮单位。

（一）餐饮服务许可情况。经营资质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存
在超范围经营情况。“年夜饭”定制数量是否与接待能力相
符，禁止擅自扩大经营场地或异地设置就餐场所。严格查处
无证经营行为，禁止未取得餐饮许可证的餐饮单位承办年夜
饭接待活动。对无证单位百福大酒店和状元楼酒店责令停止
经营服务活动。

（二）“年夜饭”登记备案情况。订座供应“年夜饭”的餐
饮单位是否实行“年夜饭”登记备案制度（包括企业基本情
况、桌数、时间安排等），是否落实食品安全承诺制度。

（三）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和索
证索票及台账记录落实情况和存储情况。重点对食品添加剂、
肉及肉制品、食用油、一次性筷子、集中消毒餐饮具等购进、
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严禁采购《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八条
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和原料。

（四）规范操作过程。要严格规范加工操作过程，半成品、
成品食品及其加工用具、存放容器要严格分开，避免交叉污
染；烹饪食品时，要烧熟煮透，大块食品的中心温度要达
到70℃以上，凉菜制作必须专人、专间、专用加工工具。



（五）餐饮具及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清洗、消毒、保洁
情况。清洗消毒程序、保洁措施等必须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操作规范要求。

（六）严格落实食品留样制度。配备专用留样设施，留样食
品需在专用留样盒内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每份样品不少
于100克，并做好留样登记。

（七）餐饮服务从业人员健康证明、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和健
康管理档案情况。对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及操作规程进行
培训，从业人员需持有效健康证明方可上岗，具有有碍食品
安全的病症人员应立即调离食品工作岗位。

（八）餐饮服务单位应急能力建设情况。完善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应急机制，有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处
置措施，全面防控群体性食物中毒等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一）落实监管责任。制定具体检查方案，分片包干，责任
到人，实行网格化、痕迹化监管。督促餐饮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严厉打击掺假掺杂、以次充好、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
滥用食品添加剂以及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等违法违
规行为，确保“年夜饭”餐饮安全。

（二）进一步落实申报备案。召开专题会议，将有关“年夜
饭”申报登记备案事宜及时通知辖区内承办“年夜饭”的餐
饮服务提供者，掌握“年夜饭”预订情况，对承办“年夜
饭”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实行登记备案制度。

（三）进一步加强抽样检测。要加强对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和
餐具的抽检，尤其要加大对承办年夜饭餐饮单位的抽检力度，
对不合格的单位要依法查处。

（四）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要广泛深入开展食品安全法律
规章以及相关知识宣传，增强餐饮服务单位的法律意识，加



强新闻舆论引导，曝光典型案例，促进餐饮服务单位的自律
和诚信经营，强化餐饮经营单位负责人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
人的意识，提高群众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营造良
好的食品安全氛围。

餐饮综合应急预案篇五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根据《餐饮服
务许可管理办法》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
要求，结合本餐饮单位实际情况，制定本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如下：

为了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开展，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切实有效
降低和控制安全事故的危害。为确保工作开展，成立领导小
组。组长：副组长：组员：

（1）加强领导，健全组织，强化工作职责，完善预案的制定
和各项措施的落实。

（2）预防为主，常抓不懈，加强食品安全的日常监管，积极
开展食品安全事故的预防工作，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
制。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3）一旦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食品安全应急领导小

组成立现场指挥部，负责指挥救援、排险等应急处置工作，
依靠科学，处置有力。

三、

1、如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要立即启动应急处理工作预案。

3、保护现场、留取样品。（立即停止销售和食用可疑食物。
封存造成食物中毒或可能导致食物中毒的食品及原料、工具



设备和现场，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厨房操作间。病人的排泄物
（呕吐物、大便）要留样，以便有关部门采样检验，为确定
食物中毒提供依据）。

4、尽快组织将病人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并采取有效措施。

5、如实反应情况（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到底后立即
提取42小时留样并配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进行调查，
配合其他部门进行有效的工作。

6、事后根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指导对场所物品进行消毒
处理。

（1）企业负责人

（2）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3）根据事件需要，经领导同意报告地方和上级食品药品监
督部门。

对在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预防、报告、调查、控制和处理过
程中，有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行为的，依据法规追究有
关责任人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