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教师进修学校，各中小学、幼儿园，机关各科室（中心）： 

为进一步加强全县教育系统应急值班值守管理，规范全县教

育系统应急信息报送，县教委将 2013 年印发的《垫江县学校安

全事故报告和处理制度（试行）》（垫教委〔2013〕34 号）进行

修订，现将《垫江县学校安全稳定应急信息报送和处理制度（修

订）》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垫江县教育委员会 

2018 年 9月 14 日 

 

垫江县学校安全稳定应急信息报送和处理制度 

（修订） 

为进一步规范全县教育系统应急值班值守和重要信息报送

工作，着力加强学校安全事故和涉稳事件报告、处置等流程的管

理，及时全面掌握全县涉生涉校安全事故及涉稳事件，准确收集

研判全县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形势，建立健全高效灵敏的信息反应

机制，积极应对和处置学校各类安全事故和涉稳事件，高效有序

的展开事故抢险、应急救援、防范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学

校师生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程度，保护师生的合法权益和生命、财

产安全，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确保校园稳定。根据《垫江

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垫江府发

〔2017〕11 号）、《中共垫江县委办公室 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加强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的通知》（垫江委办〔2017〕98号）、

《中共垫江县委办公室 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

应急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垫江委办〔2017〕121 号）、《重庆

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教育系统师生员工非正常

死亡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渝教办函〔2018〕60 号）等精神，

结合全县教育系统实际，特修订本制度。 

一、事故（件）分类 

根据校园安全稳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

县教育系统实际，对校园安全稳定应急事故（件）分为两个大类

20个小类。 

（一）学校安全事故（件） 

校园安全事故，指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学校组织的

校外活动中，或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

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师生及师生以外的第三人（含

学校临时用工，下同）伤亡和学校财产损失的事故；以及虽发生

在校外，但涉及师生非正常伤亡和社会影响较大的涉校涉生伤亡

事故。根据事故性质，大致分为以下 17类。 

1．火灾事故：指因学校管理不善或其他原因，导致火灾事

故发生，造成师生伤亡或有一定经济损失的。 

2．交通事故：指在校园内或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中发生的，

或学生（含幼儿，下同）乘坐校车、学校租用车辆发生的，或在



上下学途中、节假日期间发生的，造成师生伤亡或有一定经济损

失的。 

3．外出活动事故：指学校组织教职员工外出培训学习（开

会）、学生外出实训实习以及学校组织的其他外出活动时发生的，

造成师生伤亡或有一定经济损失的。 

4．危化物品安全事故：指学校化学药物等危化物品在教学、

使用、储存、运输、销毁过程中因管理不善等原因致使有毒物质

泄漏、扩散或发生爆炸等，造成师生伤亡、环境污染或有一定经

济损失的。 

5．建设工程安全事故：指学校在建工程发生坠落、坍塌、

倾倒等，造成师生伤亡或有一定经济损失的。 

6．校舍安全事故：指学校用于教育教学的建筑物或构筑物

（包括学校负有管理义务的闲置校舍）发生坍塌、倾倒、高空坠

落等，造成师生及他人伤亡或有一定经济损失的。 

7．特种设备安全事故：指学校的锅炉、压力管道、电梯等

因管理使用不当而发生爆炸、倾倒、坠落等，造成师生伤亡或有

一定经济损失的。 

8．外来暴力侵害事故：指外来人员进入校园或在校园周边

滋事、施暴等，造成师生伤亡或有一定经济损失的。 

9．公共卫生（食物）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师生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重大食物中毒和其他食源性疾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

事件，造成师生伤亡或有一定经济损失或有严重社会影响的。 

10．自然灾害事故：指学校或师生遭受洪水、暴雨、雷击、

冰雹、台风、地震等不可抗力的侵害，造成师生伤亡或有一定经

济损失的。 

11．学生斗殴（暴力）事故：指学生在校内（外）打架斗

殴或群殴或带管制器具进校园，造成师生伤亡或有一定经济损失

或有严重社会影响的。 

12．学生踩踏事故：指学生集会、集合等大型集体活动或其

他活动中，在楼道、梯坎等部位发生学生踩踏，造成师生伤亡或

有一定经济损失的。 

13．教职工体罚或变相体罚伤害事故：指学校教职员工在

教育教学以及其他活动中，对学生实施有体罚或变相体罚行为，

造成学生伤亡或有一定经济损失或有一定社会影响的。 

14．学生私自外出事件：在行课期间，学生私自离校不假

外出联系不上的，或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 

15．学生溺水事故：指学生在校内（外）发生溺水死亡的。 

16．失盗安全事故：指学校内公私财物失盗，造成财产损失

或者引起恶劣社会影响的。 

17．其他安全事故：由于其他原因（如运动伤害、意外伤

害、煤气中毒等），导致涉生涉校安全事故发生的，造成师生伤



亡或严重社会影响的。 

（二）学校涉稳事件 

学校涉稳事件，是指因校园安全事故处置不当引发的影响学

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各类不稳定事件，以及涉校的各类信访、

上访事件和其他涉校的不稳定事件及突发事件。根据涉稳性质，

大致分为以下 3 类。 

18．校园安全事故涉稳事件：指学校发生校园安全事故后，

未及时处置或处置不当引发的社会影响较大的不稳定事件。 

19．恶性上访事件：指学校在评优评先晋级等方面引发的教

师集访、罢课等事件，以及辞退民师、离岗民师非法上访集访事

件。 

20．其他涉校的不稳定事件及突发事件。 

二、报送范围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发生的以上 20 类校园安全事

故及涉稳事件，均属报告范围。 

三、报送要求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安全稳定应急信息的报送工作，建立健全

高效灵敏的信息反应机制，快速准确接收学校安全稳定应急信息，

确保县教委及县委、县政府层层获取信息及时，正确舆论导向，

积极应对处置。 

（一）报送方式和时限。学校安全稳定应急信息必须经学校



主要负责人审核后上报，事件发生后 20 分钟内电话报告县教委

值班室（电话：74512214，电话报告模板见附件 1），同时电话

报告相关具体业务科室；事件发生后 40 分钟内书面报告县教委

值班室或相关具体业务科室（模板见附件 2），紧急情况可联系

相关具体业务科室直接传电子件或传真至县教委值班室（传真电

话：74512214）。县教委值班室及相关具体业务科室接到学校安

稳应急信息报告后，立即报告县教委值班领导、分管领导和主要

领导，同时报告县教委应急办（安稳办），经县教委主要领导审

核同意后，由县教委应急办按县委、县政府要求及时向县委值班

室和县政府应急办报告（报告内容及文本材料由相关具体业务科

室提供）。 

（二）报送流程及内容。安全稳定应急信息报告实行首报、

续报和终报制度的流程，总体要求是“首报快、续报准、终报全”。

首报指在事件发生后或获取重大事件的苗头性、内幕性、预警性

信息后第一时间报送；续报指对突发事件及处置的新进展、可能

衍生的新情况及时续报；终报指突发事件处置结束后，对整个事

件的发生及处置情况、事故反思、下一步工作举措进行总结报告。

应急信息报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事发时间、地点、事件

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已造成的后果、影响范围、目前采取的

具体措施、当前处置效果、可能发展的趋势、拟采取的措施及下

一步工作建议等（也就是附件 2的具体文本内容）。 



四、事故处置及调查 

学校发生安全稳定事（件）故后，学校第一责任人、分管领

导及相关人员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采取有效措施组织人员进

行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降低事故损失。根据事故性质和大小，

按规定启动本单位《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同时，要保护事

故现场，固定原始证据，积极配合县教委及相关单位开展事故调

查和处理。对事故的发生和处置过程有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县教

委将按有关规定启动追责、问责。 

五、工作要求 

（一）进一步提高信息报送工作的政治认识。及时准确做好

应急信息报送工作是应急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突发事件快

速妥善处置的关键环节，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法定责任。

机关各科室（中心）、全县各级各类学校要以高度负责的政治态

度和恪尽职守的责任意识，把应急信息报送工作作为应急管理工

作的第一要务来抓，坚决克服“能压就压、压不住再报”的心理，

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明确工作责任，畅通信息渠道，确

保及时准确上报信息，有效遏制迟报、漏报和瞒报等现象发生。 

（二）进一步健全应急信息工作的责任机制。机关各科室（中

心）、全县各级各类学校，要严格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应急信

息报送工作的要求，及时报送应急信息，严禁任何理由的迟报、

漏报、瞒报。各级各类学校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应急信息报送工



作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学校安稳办主任和办

公室主任是具体责任人，层层建立责任制。县教委加大对全县各

级各类学校应急信息报送工作的督查和通报力度，对迟报、漏报

应急信息的，进行全县通报批评；对授意信息工作人员瞒报、迟

报应急信息的，对上级有关部门调查核实信息不予配合或阻挠、

干扰的，对应急信息处理中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并造成严重后果

的，将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对连续两次出现信息迟报、

漏报、谎报、瞒报或出现重大失误的，严格依法依规实行约谈和

问责。 

（三）进一步加强学校政务值班值守工作。各级各类学校要

高度重视学校政务值班工作，要严格实行应急信息报送工作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严禁发生脱岗、漏岗、空岗现象。要

明确 1—2名政治可靠、责任心强、业务熟悉的同志担任信息员，

确保紧急信息专人负责、专人编报。进一步明确应急信息收集、

研判、制件、报送、跟踪等各工作环节的要求，特别是明确敏感

时期、节假日、夜间突发事件的处理程序，真正做到任何时点应

急信息都有人管，并及时报，确保应急信息主渠道的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