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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卫生部关于加强

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作意见的

通知

国办发〔2003〕69 号

教育部、卫生部《关于加强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

全工作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2003 年 7 月 2 日

做好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对保障青少年

学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维护

社会的稳定意义重大。各级政府和教育、卫生等部门在学校

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但是，近期在学校发生的传染病流行和食物中毒事

件数量有所增加。一些地区和学校不重视卫生防疫与食品卫

生安全工作，工作机制不健全，工作措施不落实，学校特别

是农村学校卫生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等，是发生上述事件的重

要原因。为切实保障学校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现就加

强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做好学校卫生防疫和食品卫

生安全工作，是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学校的共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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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要从保障青少年学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证学校正

常教学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这项工作

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采取切

实有效措施，把这项工作扎扎实实地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教育、卫生工作的领

导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关心学校卫生防疫和食品卫生安全

工作，协调解决有关重大问题。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

成立由一把手负总责的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作

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各

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把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作作

为卫生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给予密切配合和指导。

二、明确职责，健全机制。建立健全学校卫生防疫与食

品卫生安全工作责任制，将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

作的责任分解落实到部门和具体责任人。各级教育、卫生行

政部门要逐级签订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作责任

状，教育行政部门要与学校签订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

作责任状。要借鉴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中形成的工作机制建

立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作长效机制。各级教育、

卫生行政部门和学校要结合各地区、各学校的实际，按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要求，共同研究制订学校传染病

流行、群体性食物中毒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预案。要

将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应急处理工作纳入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体系之中。



— 3 —

三、加强预防控制，严格学校管理。各级教育、卫生行

政部门要指导学校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增强师生的公共

卫生和食品卫生安全意识，促使师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提高自我防范的能力。要加强安全、卫生教育，将公共卫生

和食品卫生安全教育贯穿在日常教育之中，结合季节性、突

发性传染病及食物中毒的预防，安排必要的课时进行相应的

健康教育，使防病防疫知识深入人心。要督促师生加强体育

锻炼，不断增强体质，增强防病抗病的能力。

严格学校特别是寄宿制学校的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

全管理。学校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与规章，加强食堂卫生管

理。坚持每天清洁扫除，保持食堂环境卫生清洁；加强安全

保卫，禁止非食堂工作人员随意进入食堂加工操作间及食品

原料存放间，严防发生投毒事件；加强学校生活饮用水水源

的管理，防止水源污染造成疫病传播；加强厕所卫生管理，

做好粪便的无害化处理，防止污染环境和水源；加强学生宿

舍的卫生管理与安全保卫，改善学生宿舍卫生与通风条件。

各学校要明确责任人，切实落实各项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

全措施。

建立学生定期健康体检制度，及时发现传染病患者并采

取相应的隔离防范措施，及时切断传染病在学校的传播途

径。各级人民政府要协调有关部门，妥善解决学生健康体检

费用问题。学校要按要求，联系医疗或卫生保健机构定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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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行健康体检。

学校发生食物中毒或者疑似食物中毒事件，应当及时报

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发生传染病流

行，必须立即报告当地卫生疾病控制机构和教育行政部门，

有关部门接报后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规定，立即上报。学校在

食物中毒或传染病流行事件得到控制后，要将该事件的详细

情况和处理结果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四、加强监督检查，严格责任追究。加强对学校卫生防

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作的监督检查。各级教育督导部门要将

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的有关职责落实情况纳入对

中小学的综合评估体系之中，并根据工作要求开展专项督导

检查。省级卫生、教育行政部门每年至少安排一至两次专项

检查；县级卫生、教育行政部门每学期至少安排一至两次专

项检查，相关部门管理人员要经常深入学校（包括教学点）

对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巡查，对于发

现的问题，要及时提出整改措施。每个学校每学期至少接受

一次巡查（包括专项检查或督导检查），学校要经常性地对

食堂、教学环境与生活设施进行自查，以便及早发现问题，

把不安全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专项检查或督导检查结果要

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并予以公布。对落实卫生防疫与食品

卫生安全措施不力，导致学校发生传染病流行或食物中毒事

件，对学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以及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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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流行或食物中毒事件后不及时报告或隐瞒不报的，要

依法查处直接责任人，并追究有关领导的领导责任。

五、加大投入，切实改善学校卫生设施与条件。各级人

民政府要加大经费投入，切实改善学校卫生基础设施和条

件，在学校规划、建设和危房改造过程中要统筹考虑食堂、

宿舍、厕所设施和条件的改善，每年必须安排相应的专项经

费改善学校食堂、宿舍、厕所等卫生设施条件。教育行政部

门和学校也要安排相应的专项经费，改善学校卫生基础设施

和条件。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每年要安排学生饮水的专项经费，学

校要为学生提供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和必要的洗

手设施。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将学校食堂、宿舍、厕所设施及

学校卫生基础设施作为义务教育达标验收、示范高中达标验

收的重要内容，予以统筹考虑。要及时对存在安全事故隐患

的教学、生活设施进行整改，消除事故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