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校园安全隐患排查主要观测指标及任务分工
序号 排查项目 观 测 指 标 观测结果 牵头单位

1 组织领导

1.是否建立以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安全责任制，有健全的安全工作 领导机构和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

保卫处牵头，党

委宣传部、党政

办公室、校内各

单位配合

2.是否将校园安全工作纳入党委(党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年度工作要点；主要负责人是否定期召开会议，分析校园安全

工 作形势，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其他领导干部是否切实抓好分管范围内安全工作，并贯穿业务全过程。

3.是否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和地方课程设置要求，将安全教育纳入教学内容，对学生开展安全教育，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提
高 学生的自我防护能力；是否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在校教职工、学生、幼儿开展应急演练。

4.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是否汇总建立本辖区校园安全重大风险隐患清单；督促指导学校对短期难以解决的重大安全隐患，采取

必 要的临时性防范措施，并及时向地方党委、政府报告办调解决。

5.各级各类学校是否及时开展校园安全隐患自查整改，问题清单、整改方案记录完整，隐患整改落实到位。

6.高校是否贯彻《关于2023年开展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排查化解工作的通知》要求，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每月开展

风 险滚动排查，及时更新台账清单。

2 消防安全

7.是否对教职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是否对学生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对新生进行不低于4学时的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

对 进入实验室的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技能和操作规程培训。

保卫处牵头，校

内各单位配合

8.是否对校内各单位每月至少进行1次防火检查，对火灾隐患、隐患整改情况以及防范措施进行落实。
检查内容主要包括：消防(控制室)、消防设施、器材或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并保持

完 好有效：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是否存在占用、堵塞、封闭情况；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是否完好；常闭式防火门

是否 处于关闭状态，防火卷帘下是否堆放物品影响使用。

9.是否对校内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部位)每日进行防火巡查，并确定巡查的人员、内容、部位和频次；是否填写防火巡查

记 录，巡查人员及其主管人员是否在巡查记录上签名。

10.学校、二级单位、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部位)是否制定相应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建立应急反应和处置机制；是否按

照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每半年至少组织1次消防演练，并结合实际，不断完善预案。

11.学校对各级监管部门指出的各类火灾隐患，是否及时予以核查、消除；对责令限期改正的火灾隐患，是否在规定期限

内整 改完毕；火灾隐患整改完毕，整改单位是否将整改情况记录报送相应消防安全责任人或消防安全主管部门确认后存

档备查。

12.对不能及时消除的火灾隐患，隐患单位是否及时向学校或消防主管部门报告，提出整改方案，确定整改措施、期限及整

改 负责人，并落实整改资金；火灾隐患尚未消除的，隐患单位是否落实防范措施，保障消防安全。对随时可能引发火灾

或一旦发 生火灾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危险部位，是否停止使用并进行整改；对于涉及城市规划布局等学校无力解决的重

大火灾隐患， 学校是否及时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当地人民政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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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项目 观 测 指 标 观测结果 牵头单位

13.食堂等燃气使用场所是否安装燃气报警装置；是否单独设置燃气储存间，储存间附近是否存放易燃易爆物品；是否对食堂
等重点部位(单位)人员定期开展燃气安全知识培训。

14.学校进行新建、改建、扩建、装修、装饰等活动，是否严格执行消防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并依法办理建设
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或者备案手续。学校各项工程及驻校内各单位在校内的各项工程消防设施的招标和验收，是否有
学校消防机构参加。竣工后，建筑工程的有关图纸、资料、文件等是否报学校档案机构和消防机构备案。

15.学校是否对校内各单位新建、扩建、改建及装饰装修工程和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行政许可或者备案手续
进行校内备案审查，督促其向消防主管部门进行申报，并协助进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或者备案以及公众聚集场
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工作。

16.消防安全工作档案是否包含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档案、防火巡查和防火检查工作档案、火灾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档案、易
燃易爆危险品使用档案、消防设施和器材维护管理档案以及其它消防安全工作档案，各类档案材料是否完备。

3 安全防范

17.中小学、幼儿园是否实行完全封闭化管理；是否在校园门口设置隔离带、隔离墩或升降柱等硬质防冲撞设施；是否

满足校 园围墙高度不低于2米或设置其他实体屏障要求。

保卫处牵头，后

勤工作处、后勤

集团、涵月宾馆

、校内各单位配

合

18.中小学、幼儿园是否按标准配备专职保安员。配备标准：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总数少于100人的，至少配备1名专职保安
员；100人以上、1000人以下的，至少配备2名专职保 安员；超过1000人的学校，每增加500名学生，至少增配1名专职
保安员。寄宿制学校至少配备2名专职保安员，学生人数达到 300人的至少配备3名专职保安员，在此基础上每增加300名
学生至少增配1名专职保安员。既有非寄宿生、又有寄宿生的学校， 根据非寄宿生和寄宿生人数分别计算应配备保安数
量，两者之和为学校至少配备的专职保安员人数。

19.高校是否按标准配备专职保安员。配备标准：高校保卫人员是否按照不低于在校师生人数4:1000的标准配备；在编保
卫干部人数，是否按照1:1000配备，对于 5000人以下的学校不少于6人，5000至10000人的学校7-11人，10000至20000
万人的学校11-18人，20000人以上的学校不少于20 人。多校址学校应根据校园安全管理需要，适当增加干部编制。要按
照保卫干部的2倍以上配备校卫队人员，并按照校园安全 管理需要配备保安和各岗位值守人员。

20.门卫值班室是否安排24小时人员值守，对外来人员、车辆、物品严格检查登记，严禁管制刀具等其他危险物品进入校园；
安全保卫人员是否对学校的重点部位和区域进行每天不少于5次的巡查并记录；寄宿制学校是否配备宿舍管理员，每天对宿舍
进行不少于2次的夜间巡查并记录。

21.是否按照门卫值班室执勤人数，配备以下防卫器械(“八大件”):防暴头盔(1顶/人)、防护盾牌(1副/人)、
防刺背 心(1套/人)、防割手套(1副/人)、橡胶警棍(1支/人)、强光电筒(1支/人)、自卫喷雾(1支/人)、安
全钢叉(2套)

22.是否对存在坠楼风险的外窗、阳台、露台、外廊、屋顶等具有临空面的部位，通过加装钢纱窗、限位器、防护栏等
方式， 强化安全防护措施；是否在校园内下水道、井盖、枯井等加装防护网，加强日常巡查检查。

23.是否在学校出入口、学生宿舍出入口、室外人员集中活动区域、教学区域学生集中出入通道、水源地、食堂(操作

间、配 餐间、留样间、储藏室、就餐区)等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点位，24小时进行图像记录，监控视频存储

时长不低于30 天；是否设置安防监控室，对本校的视频图像采集、报警、电子巡查及系统信息进行联动管理。

24.是否在中小学、幼儿园门卫值班室设置一键式报警装置，直接连通属地公安接警中心，不得通过安保公司中介转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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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项目 观 测 指 标 观测结果 牵头单位

4 周边治理

25.是否加大对校园周边出租房屋等重点部位，网吧、游戏厅、小商店、快捷洒店等重点场所清理整治，及时查处向学生销售
香烟(电子烟)、问题食品、有害玩具等违规违法行为。

保卫处牵头，校

内各单位配合
26.是否严格落实校园周边“护学岗”“高峰勤务”,优化交通组织，严查突出违法，引导车辆和人员有序通行。

27.是否加强对校园及周边重点人员稳控工作，及时化解涉校涉生矛盾纠纷，严防激化升级，严防暴力伤害师生案件发生。

5 校车安全

28.学校是否与校车服务提供者签订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书，明确各自安全管理责任。

后勤发展集团牵

头

29.校车标牌是否摆放(检查放置位置和备注内容：前后玻璃右下角适当位置，并载明本车的号牌号码、车辆的所有人

、驾驶 人、行驶线路、开行时间、停靠站点以及校车标牌发牌单位、有效期)。

30.安全设施是否配置(校车应当配备逃生锤、干粉灭火器、急救箱等安全设备)。

31.校车是否在检车有效期内运行(检查行驶证有效期，校车应当每半年进行一次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

32.校车驾驶人是否具有驾驶资格(检查驾驶证，在机动车驾驶证上签注准许驾驶校车)。

33.校车是否存在超员(按照行驶证载明的核定人数检查实际情况)。

34.校车是否存在超速(随车行驶，普通道路上校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60公里或不超过规定限速)。

35.接送途中是否按点停靠(应当在校车停靠站点停靠；未设校车停靠站点的路段可以在公共交通站台停靠)。

36.校车加油时是否载有学生。

37.是否指派照管人员随校车全程照管乘车学生；照管员是否落实职责(在车下引导、指挥，维护上下车秩序；清点人数

，帮 助落座、提示系好安全带；制止学生在校车行驶过程中离开座位)。

6 食品安全

38.学校食品安全是否实行校长(园长)负责制，将食品安全作为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并落实有关食品安全管
理制度和工作要求，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定期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隐患排查。

后勤发展集团牵

头，涵月宾馆配

合

39.中小学、幼儿园是否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有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做好陪餐记录，及时发现和解决集
中用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是否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健全相应工作机制，对陪餐家长在学校食品安全
与营养健康等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进行研究反馈。

40.学校食堂是否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严格按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经营项目进行经营，并在食堂显著位置悬挂或者
摆放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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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项目 观测指标 观测结果 牵头单位

41.学校食堂是否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如实、准确、完整记录并保存食品进货查验等信息，保证食品可追溯；是否鼓励食

堂采用信息化手段采集、留存食品经营信息。

42.中小学、幼儿园是否要求食堂不得制售冷荤类食品、生食类食品、裱花蛋糕，不得加工制作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蘑菇

、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

43.中小学、幼儿园食堂是否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进行留样，每个品种留样量应当满足检验需要，不得少于

125克，并记录留样食品名称、留样量、留样时间、留样人员等；留样食品是否由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44.是否按当地相关部门管理规定，充分听取家长委员会或学生代表大会、教职工代表大会意见，公开选择社会信誉良好的餐
饮服务单位或餐饮管理公司，依法签订合同；是否建立承包或委托经营的评价和退出机制，对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到位、
多次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等的承包或委托经营者，学校及时终止合同，并报告属地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

45.选择校外供餐单位的学校，是否建立健全校外供餐管理制度，对配餐食品按规定量留样48小时以上，对供餐单位提供的食
品随机进行外观查验和必要检验，做好各项记录，并在供餐合同(或协议)中明确约定不合格食品的处理方式；学校是否建立
校外供餐单位评价和退出机制，对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到位、多次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校外供餐单位，及时终止合同(或
协议),并报告属地市场监管、教育等部门。

46.是否做好食品安全保障，错时、错峰就餐情况，就餐区域桌椅、地面、餐(饮)具和炊具的卫生、清洁消毒情况，

47.学校食堂是否在开学前全面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及时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隐患。

7 实验室安
全

48.实验室是否有针对性地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并将应急处置预案涉及到的生物、化学及易燃易爆物品的种类、性质
、数量、危险性和应对措施及处置药品的名称、产地和储备等内容报学校消防机构备案。

科学技术研究院

，教务处、校内

相关单位配合

49.实验室内特种设备、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存储场所等安全重点单位(部位)是否落实防火防爆措施。
本次检查所指“特种设备”,主要包括：实验室用锅炉、压力容器(气瓶)、起重机械、制冷系统中蒸发器、冷凝器等。

50.实验室装修是否使用大量易燃材料，操作台是否选用合格的防火、耐腐蚀材料，是否在室内存放大量易燃物品，是否存在超
负荷用电、私拉乱接电线等违章现象。

51.实验室是否存在封堵安全门、在走廊等公共区域摆放仪器物品等影响消防通道畅通的现象。实验楼内是否在显著位置张贴
紧急逃生疏散路线图，主要逃生路径是否有足够的应急照明设施和疏散指示标志，功能是否正常。

52.气体钢瓶是否放置在长时排风且带报警探头的气瓶柜内，未放置在气瓶柜内的气体钢瓶是否采取保护链固定、套防撞胶圈
等防倾倒、防碰撞的保护措施。

说明：外国语学院（武圣校区）根据以下相应指标任务进行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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