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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外综治委〔2023〕2 号 

 

浙江外国语学院校园安全综合治理委员会
办公室关于印发学校 2023 年度安全稳定 

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部门、学院（部）、单位 

根据工作安排，经研究通过，现将《浙江外国语学院 2023

年度安全稳定工作计划》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外国语学院     

校园安全综合治理办公室 

（保卫处代章）     

2023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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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 2023 年度安全稳定 
工作计划 

 

一、工作目标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安全生产、平安中国建

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学

校以建设平安校园为目标，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主线，

深化和巩固平安校园建设和“除险保安”工作成果，增强平

安校园建设持续动力，进一步提高校园安全水平和师生安全

防范意识，织牢织密安全防护网，确保全年不发生重大安全

责任事故和群体性事件等一票否决事件，为推进学校“三地

四域”建设保驾护航，为杭州亚运、亚残运举办营造安全稳

定的校园环境，切实维护校园安全稳定。 

二、工作要点 

（一）确保政治稳定，助力学校发展 

深化“1234”意识形态治理体系，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闭

环检查和阵地管控，扎实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管住重点

领域、重点阵地、重点对象和重要节点，防范和抵御宗教邪

教向校园渗透，保障杭州亚运等重大活动和敏感节点学校安

全稳定。 

（二）密切校地联动，服务亚运安全 

密切校地联动，制定安保方案，落实隐患排查，做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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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管控，加强执勤备勤，做好杭州亚运等重要时段期间的安

保工作，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三）强化消防安全管理，筑牢安全防护墙 

加强消防演练和宣传，做到消防演练培训全覆盖，提升

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认真做好安全隐患排查，

盯住关键部位和重点领域，高标准建设校园微型消防站。 

（四）加强公共卫生管理，确保食品卫生安全 

严格按要求建设好健康驿站，按要求落实疫情防控管理；

按照五常法和 6T 管理要求，严把食品安全关；加强食品原料

采购管理，建立并落实食品采购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制度。 

（四）健全防范体系，完善安全制度保障 

深化和巩固平安校园建设和“除险保安”工作成果，继

续完善校园安全稳定防范体系，织牢织密安全防护网，修订

建立安全稳定治理文件。立足系统防范，补足制度短板，强

化制度保障，狠抓制度执行。 

（六）夯实技防基础，构建数字治理平台 

继续推进校园数字安防系统建设，初步构建校园安防驾

驶舱，升级消防、交通和治安等的技防设施设备，更新技防

设施，提升技防水平，落实安全管理人员的技能培训。 

（七）深化安全教育，增强师生防范意识 

进一步深化安全教育，丰富安全教育内容，创新安全教

育形式，用好安全教育平台，提升安全教育质量，增强安全

教育效果，深入落实师生安全素养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推进

安全教育进课堂，强化安全教育体系，完成消防安全培训和

安全急救双百计划。 

（八）强化安全排查，完善隐患排查整改 



 4 / 5 
 

持续推进常态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工作，抓好隐患排查

整治，优化隐患排查整改机制，规范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台账，

健全安全档案，杜绝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九）落实心理育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新建学生心理健康中心，进一步完善硬件条件和专业化

队伍建设，做好学生心理健康科学识别、实时预警、专业咨

询和妥善应对。 

三、月度安排 

（一）2—3 月。开展开学前的校园安全检查与隐患排查

工作；完成等级平安校园建设与考评工作；完成 2022 年度校

园安全综合治理考核工作；召开 2023 年度安全稳定工作会

议。做好食品安全检查，实验室安全专项检查等专项安全检

查工作；开展网站常规检查；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常规督查；

开展校内媒体平台年度备案检查；开展外籍师生禁毒宣传周

活动；修订《二级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考核细则》等文件。 

（二）4 月。开展国家安全月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意识

形态工作常规督查；开展心理文化节活动，邀请心理医生定

期进校开展心理诊疗、心理咨询服务；开展全校实验室安全

自查自纠工作，做好危化品实验室安全演练。 

（三）5 月。开展校园安全综合整治工作，做好校园安

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做好防灾减灾安全教育宣传，开展教

职工消防安全演练及培训；开展校园安全及意识形态领域隐

患排查，防范抵御宗教邪教向校园渗透自查；加强专兼职心

理咨询师业务培训，提升服务保障的能力。开展心理委员技

能大赛，提高朋辈心理互助能力。 

（四）6 月。做好上半年安全稳定形势研判工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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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微型消防站；开展禁毒宣传；推进心理信息化全覆盖，

完善心理预警、督导、研判机制。 

（五）7—9 月。做好期末安全检查和安全教育；做好暑

期校园安保工作，做好亚运前的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以及暑期防汛防台等工作；开展网站常规检查。 

（六）10 月。开学季学校安全保障工作及新生安全教育

工作；保障亚运期间校园安全，开展校园安全及意识形态领

域隐患排查，防范抵御宗教邪教向校园渗透自查；开展新生

心理普测、老生心理摸排、心理健康必修课等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对新入职外教及留学生普及安全知识。 

（七）11 月。开展消防安全月活动；举办校园安全知识

竞赛；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常规督查。开展全校实验室安全隐

患排查整改工作；出台《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 

（九）12 月—2023 年 1 月。出台《隐患排查整治实施办

法》。做好平安校园建设及综合治理年度考核工作；开展交

通安全日宣传教育活动；组织期末安全检查和安全教育；开

展安全整改“回头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