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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一种新发疾病、传播能力
强，为进一步科学有序做好房屋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疫情常
态化防控工作，规范全省建筑工地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
控行为，指导各位工友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建筑工地
健康有序，制定本防控指南。

一、健全常态化防疫体系

根据各地政府动态调整的风险等级，动态调
整响应级别和防控措施，结合实际实施差异化
精准防控，做到重点地区“一地一策”、重点
项目“一项一策”，做到“早发现、早报告、
早隔离、早检测、早处置、早治疗”，坚决防
止聚集性传染、杜绝聚集性疫情事件。

明确疫情防控各主体的责任体系，落实属
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高度警
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深入贯彻
“防松劲、防漏洞、防反弹”管控要求，全面
做好疫情防控的组织、协调和处置。

要根据项目特点，建立以班组为单元的“网
格 化 ” 防 疫 组 织 体 系 ， 以 个 人 自 查 、 班 组 复
查、项目核查等多层防控手段，深入贯彻早发
现、早报告的防控理念。

1.实施封闭管理

各工地落实封闭�理，减�人员进��动，

�有人员��实名制�账、一人一档，并�规

�实�测温和健�码、行程码登记。

二、进行常态化防疫管控



减少工地各区域进出通道，利用人脸识别、
红外监测等智慧化手段，做好工地人员实名制
管理及健康监测工作。

做好生产区、生活区和办公区的巡逻与值班
工作，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材料、设备等物资运输车辆及司乘人员只允
许 进 入 施 工 作 业 区 内 的 指 定 区 域 ， 查 验 健 康
码、行程码及测量体温，并采取必要的防护、
消杀措施。

来访者需测量体温、查验健康码及行程码、
留意是否有咳嗽和打喷嚏等症状，来访全过程
均需正确佩戴口罩，来访人员需到指定区域进
行 接 待 、 禁 止 出 入 项 目 集 中 居 住 区 及 员 工 宿
舍。

2.强化现场管控

    

抓好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坚决防止盲目抢
工，优化施工方法，降低施工现场不同作业队
伍人员流动，减少人员聚集。

采取以班组为单位分时段进出场，避免同一
时间内集中进出场；撤场时需佩戴口罩、检测
体温、留存个人去向及联系方式。



从业人员每天上下班必须测量一次体温，做
好“日报告、零报告”，注意个人卫生，正确
佩戴口罩、严禁不佩戴口罩上班。

当从业人员出现发热、干咳、味嗅觉改变、
乏力咽痛、鼻塞、流鼻涕、眼部结膜炎、肌肉
酸痛、腹泻，或其他胃肠道不适等症状时，要
立即暂停其工作，及时就医，病愈后经评估符
合返岗条件后方可重新上岗。

以班组为单位进行住宿管理，严禁“大通
铺 ” 现 象 及 多 工 种 人 员 混 住 ； 设 置 可 开 启 窗
户，每天至少通风2-3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
每 间 居 住 人 员 不 宜 超 过6人 ， 人 均 面 积 不 小 于
2.5㎡。

加强宿舍、卫生间、办公区等人员集中场所
的保洁、通风，每天消毒不少于2次。 

会议必须佩戴口罩，进入会议室前洗手并消
毒；控制现场会议人数规模，提倡借助视频会
议 、 电 话 会 议 等 信 息 化 手 段 进 行 在 线 沟 通 交
流。

    
加强室内公共活动区域和员工宿舍区的通风换气，使用独立的单

体空调时应注意开门或开窗，或采取间隔性的通风，加强空气流通。



3.加强餐饮管理

�堂采购�供货人员应佩戴口罩和一次性手

�，����手�肉�类生鲜�材，�掉手�

后，应�时洗手消�。

就餐场所应开窗通风、落实定期消杀措施，
应设洗手设施、配备肥皂或洗手液。

就餐宜以班组为单位，实行分批用餐制、错
峰就餐，就餐前需佩戴口罩并配合进行体温量
测，采用盒饭、餐桌隔开、单独用餐。

4.加强公用生活区域管理

浴室宜以班组为单元实行错峰洗浴，及时对
浴室进行消毒通风。 

盥洗间宜以班组为单元实行错峰洗漱、洗
衣，结合项目情况灵活划分时间段、各时间段
应包含消毒通风时间。

    

小卖部应加强通风、定期消毒，采用分流式购物；
应对购物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建议采用人脸识别、红外
监测等智慧化手段进行体温监测；工地所处地区疫情等
级调控为中风险时，应采用以班组为单位的“线上预
约、线下配送”等非接触式的购买方式。

餐厅通风消毒 餐厅通风消毒 
单桌单人就餐单桌单人就餐
餐厅通风消毒 
单桌单人就餐

分时就餐

错峰洗浴，控制时间
1小 时 后 ，通风消毒



1.加强知识普及   

通过张贴�报、���传片等�式加��传

�冠肺炎�其他传染���知识，开��品�

全和传染���知识的�传, 提�员工���识

和�力。

加强疫苗接种知识的宣传教育，大力宣传疫苗接种形
成群体免疫屏障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充分告知员工接种禁忌和注意事项，提升施工工地人员
疫苗接种意愿。

加大对施工工地人员公共卫生防疫培训教育
力度，提升其防范意识和防控能力，引导施工
工地人员养成勤洗手、常通风、科学佩戴口罩
等良好卫生习惯。

2.做好心理疏导

通过开通互联网+心理热线、举办防疫科普
知识讲座等方式，及时对员工进行心理疏导和干
预，引导员工正确面对疫情带来的影响，缓解员
工心理压力，增强自我心理调适能力，减少恐慌
和焦虑情绪。 

密切关注员工思想状态和心理情绪变化，做
好对于确诊、疑似、无症状感染等员工及家属
的关心关爱，及时协调帮助解决困难。

  三、做好防控教育引导



3.筑牢抗疫防线
    

落实国�和上级单�有关要求，�照 “应检

尽检 ”、 “愿检尽检 ”原则做好重点人员的��检

测工作；并结合属地政策，�时开�全员的��

检测。

   

��单�要关注�工工地未���苗人员，

详�未��原�，�续加��苗��工作�传

力�和正向�导，做��龄�禁忌�人群“应�

尽�”，�理人员和一线工人“应�必�”。

持续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对已满接种间
隔天数的人员，要及时督促完成全程接种。

建立畅通安全的生活物资采购渠道，严格执
行食品采购、加工、储存等卫生标准要求，不
得违规宰杀、处置家禽和野生动物，切实保障
食品安全。

合 理 储 备 体 温 计 、 口 罩 、 医 用 手 套 、 防 护
服、防护目镜、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建立可靠的
物资补充渠道，并指定专人进行防疫物资管理，
明确物资储备的种类和数量。

四、落实防疫后勤保障



提前对接定点医疗机构，就近设置疫情防控
联系点；熟悉发热门诊、核酸检测、住院治疗
等就医流程，主动对接工程所在地街道社区，
纳入街道社区监管防控体系。

设�工地���和符合标�的���，并配

备专职工作人员。

   

�照相关��要求，做好生活垃圾、废���物资等分类处理。

垃圾做�“日产日清”，清运过程应�闭�；废���物资，必须�中

规范处理，严禁�自随�处�。

加强与应急管理、卫生健康部门对接联动，
加强施工工地疫情和质量安全形势研判，积极
主动做好相关防范工作。

持续完善突发疫情应急处置方案，做到常态
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时刻处于
备用状态，并做好预案培训和演练。

五、强化疫情应急处置



一旦发现有疑似病例，应及时停工、封闭工
地、启动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并报告属地建设
和卫生防疫行政主管部门，等待驻地政府疾控
部门指令。

对出现可疑症状且核酸阴性、密接、次密接
等列入医学观察人员，应启用工地隔离室，观
察时间不少于 14 天；隔离人员非紧急情况不得
离开隔离区，特殊情况需要外出的，需及时报
告属地街道、社区等相关部门；“隔离室”工
作人员须经过防疫培训并配备有效防疫防护装
备。

   

 应急工作结束后，在疾控部门专业人员指导
下，做好确诊病例工作区域等疫点的消毒，对
公共区域空间进行消毒；并根据疾控部门评估
结果，经驻地政府宣布应急状态解除，公司批
准后方可有序恢复生产经营等活动。

安全防疫人人做，健康安全你我他

“工地平安，工友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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