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发群体性公共事件综合应急预案 

1、总则 

l.1 编制目的 

为了进一步保障学院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促进社会经济

全面发展，努力提高全院教职员的应急突发事件的意识和应急能力。 

1.2 编制依据 

本预案的编制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仝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根据上海市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以及浦东新区突发公共事件

应急预案框架为指南，并与《惠南新城管委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相衔接，

结合本院区域实际情况制订本应急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学院对突发群体性事件及周边突发公共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学院群体性事件包括：校园内外涉及师生的各种非法集会、游行、示威、请愿以

及集体罢餐、罢课、上访、聚众闹事等群体性事件；各种非法传教活动、政治性

活动；针对师生的各类恐怖袭击事件。 

1.4 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及时报告，积极应对；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守望相

助，减少损失。 

2、风险隐患分析 

根据对基本情况的研究分析，本学院主要存在以下四种风险隐患：一是自然

灾害：因南汇地区台风多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每年的七月至九月是台风的高

发季节，比如 2005 年的“麦莎”台风，对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造成过一定影

响。二是事故灾难：根据本院区人多、密度高、人口流动量较大、外来人口较多，

容易导致火灾、交通事故等的发生；三是公共卫生：本院区处于繁华热闹的大学

城，学生人数有 5万人左右，在大学城区内集中聚餐较为普遍，食品卫生安全至

关重要。四是社会安全（主要是社会稳定工作）：因为都是学生，没有社会经验，



由此可能产生社会问题。 

3、日常管理与防范 

3.1 预防 

3.1.1 制度保障：建立工作小组会议制度，定期开会，努力作到上情下达，

充分发挥工作小组作用。 

3.1.2 队伍保障：由学院保安、宿舍管理人员组成一支应急救援队伍。 

3.1.3 物资保障：建立资源储备制度，如灭火器、手电筒、水袋、运输车等

物品。 

3.1.4 科普知识宣传：利用信息员宣传科学知识，不断提高广大教职员工的

科普知识。 

3.2 预警 

各二级学院及相关部门对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信息，特别是苗头性、倾向

性信息进行评估和预测，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解决、早控制。报送信息必须

做到及时、客观、全面、准确，不得瞒报、谎报、迟报、漏报群体性事件信息。 

4、应急救援与处置 

4.1 事件报告 

学院的应急管理责任人接到灾情事故信息后在半小时内应向学院突发公共

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作口头报告、一小时后要书面报告。 

4.2 自救互救 

当风险来临时，由学院各二级学院、各处室负责人先期处置的指挥工作，组

织学生干部和学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开展自救互救，并维持现场秩序、必要时

做好人员疏散安置，尽力将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 

5、紧急救助 

5.1 在向上级报告的同时，召集应急救援队伍投入抢险，以救人为首，及时

处置危险滋生源； 

5.2 根据事故灾情发生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救援方法，在自身能力无法

应对时，应及时向学院有关部门求援，做好有力的保障工作; 

6、响应终止 

群体性事件影响基本消除后，由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组根据上级通



知，终止应急响应。 

7、善后与恢复 

在事件处置工作后期，要尽快查清引发事件的根本原因，妥善解决引发群体

性事件的实质问题，尽可能满足师生员工的合理要求，安抚和平静师生员工情绪，

恢复校内正常秩序。 

（1）做好受伤人员的救治和相关人员的心理救助，巩固稳定局面，防止反

弹。要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认真总结，对事件产生的原因和处理中的经验教训

加以分析。 

（2）属于国际、国内重大热点问题或有关国家、民族情感等敏感问题引发

的政治性群体事件，后期处置工作重点是：通过形势报告会、座谈会、讲座等形

式，加强正确的引导和教育，组织师生员工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开展法制教育，

保护师生员工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感，抵制错误思潮，引导师生员工自觉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和国家的决策上来。 

（3）属于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造成意外事故及人员伤亡而引发的群体性事

件，后期处置工作重点是：对在事故中伤亡的师生员工进行人道主义抚恤和补偿，

对受害者家属进行慰问；在上级部门领导下，积极配合公安等有关部门，加强对

校园及周边环境的清理整治，切实解决校园及周边存在的交通、治安等隐患问题，

确保师生员工生命和财产安全。 

（4）属于校内体制改革中涉及师生员工切身利益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后期处置工作重点是：及时帮助解决师生员工的困难和问题，对法律和政策有明

确规定的，督促有关方面及时落实；对要求合理、一时难以解决的，深入细致地

做好说服教育工作。 

8、信息发布 

群体性事件一般不作公开报道，确需公开报道的，按照上级部门的统一部署，

组织好信息发布工作。对歪曲性报道或者谣言要及时予以驳斥和澄清，正确引导

舆论。 

9、评估总结 

对引发的事件做研究分析，寻找其产生的原因、责任、经验教训，并以此为

戒，防止此类事件的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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