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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教高函〔2023〕45 号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

教育教学安全工作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全省持续深入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会议精神，现就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教

育教学安全有关工作做出如下安排。

一、扛牢安全工作主体责任。高校教育教学安全工作直接

关系广大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学校和社会的安全稳定。

各高校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

共管、失职追责，以保障师生安全为目标，牢固树立问题导向

和底线思维，聚焦重点领域、突出问题、重大隐患，坚持常态

化安全检查和应急处置有机结合，对学校各项安全重点工作进

行再部署、再排查、再落实，全方位抓好高校教育教学安全工

作。

二、加强师生安全教育。师生安全教育是学校安全工作的

关键。各高校要把安全教育纳入教学计划，设置学分，采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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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教育形式对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全面推进安全教育进课堂、

进头脑。各高校要分级分类有针对性地开展面向师生的实验室

安全、实习实训安全、职业防护安全、人身安全等方面的安全

常识教育和规范性培训，提升广大师生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对于需要在联合培养单位开展科研实验、临床规

培等的研究生，要教育学生严格遵守联合培养单位的相关要求，

做好实验室、车间、病房等的安全准入、隐患整改、个人防护

等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同时，引导广大教师、研究生导师、教

学管理人员真正负起育人责任，及时掌握学生身体健康和思想

动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潜在的不安全因素，避免不良事件

发生。

三、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各高校要坚持问题导向，聚

焦重点领域、环节和群体，进行“全过程、全要素、全覆盖”

无死角的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要重点排查学校安全责任

体系落实情况，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体系建立和落实情况；全面

排查教室、体育馆、图书馆、实验室和实习实训场所等重点场

所教育教学设施、安全保障设施和教学运行管理等方面的安全

隐患；重点排查实验室管理人员、教学楼管理人员和实习实训

学生等重点人群安全教育、安全防护能力培训以及安全责任落

实等方面的安全隐患。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健全联合培养管理

部门职责，加强和规范联合培养研究生（含规培研究生）的管

理制度，明确培养单位、联合培养单位、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导

师的职责，全面落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要求，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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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安全及其它突发事件的风险处置预案。

四、强化重点环节安全管理

（一）实验室管理。各高校要严格落实实验室及危险化学

品安全生产分级管理责任体系和监督体系，全面排查各级各类

实验室、实训中心、创新创业平台等实验教学场所安全隐患，

明确各级安全责任，形成科学、规范、可操作性强的安全工作

方案。建立危险源全周期管理制度，着重开展易燃、易爆、剧

毒、易制毒、易制爆试剂采购、存储、使用、废弃物处置及生

物安全隐患、消防安全隐患等专项排查整治。加强实验人员管

理队伍建设，建立实验室人员安全培训机制，提高实验人员专

业素质，严禁违规操作，有力保障教师和学生实验安全。

（二）实习实训管理。各高校要健全实习管理机构，加强

和规范实习管理制度，明确学校、院系、实习单位以及指导教

师的各方职责和工作流程，做好安全及其它突发事件的风险处

置预案。要根据专业特点和实习内容，科学制定实习方案和组

织形式，谨慎选择实习单位，为学生实习提供必要的条件及安

全健康保障。要对实习学生开展安全教育、职业防护教育和岗

前培训，提高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和技能。要扎实开展实习检查

工作，及时发现学生实习期间存在的问题和安全隐患，有针对

性的提出整改措施。要与实习单位保持紧密联系，动态掌握学

生学习和生活情况，维护学生实习期间的合法权益和安全保障。

对于参加校外社会实践活动的学生，要明确活动主办单位的安

全责任，强化社会实践活动全过程的安全监督，确保学生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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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身心健康。

（三）教学设施设备管理。全面排查校园内教室、体育馆、

图书馆、实验室和实习实训场所等教学场所建筑物安全隐患，

查找并整治违法建设、违规改变建筑主体结构或使用功能等造

成的安全隐患。全面开展教室多媒体设备、实验实训设备、教

学工具、体育器械等教育教学设施专项检查，查找设施设备安

全隐患和突出短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四）网络安全管理。各高校要对本单位的信息系统（网

站）进行研判，全面实施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门户网站、

电子邮件系统和重要对外服务网站应在做好重点防护的基础

上，保障访问畅通。要对双非信息系统（网站）和使用频率低、

长期未更新、无专人运维的“僵尸”信息系统（网站）进行全面

排查。重点加强对图书馆系统等通用产品的隐患排查。要落实

网络安全定期检查制度，对于安全隐患做到尽早发现、提前防

范、及时整改。要建立健全网络安全事件应急联动工作机制，

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五、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各高校要抓紧梳理完善涉及

教育教学安全工作的各类应急处置预案，制定应急预案推进责

任清单，逐个明确预案牵头部门，组织开展全校多部门配合的

实战化演练和桌面推演，形成反应迅速、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

体系，有力有序有效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认真落实突发事

件信息报送制度，严格按照时限要求及规定报告。加强会商研

判和应急调度，做好应急救援队伍、装备、物资等应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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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推进预案确定的各项应急处置措施落实落地。

六、狠抓督导检查和整改落实。各高校要牢固树立安全发

展底线思维，将安全工作与教育教学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

推进，健全学校安全工作考核机制，督促各部门全面落实安全

管理责任。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开展教育教学安全工作常态

化督导检查，找差距、定目标、补短板，对检查中暴露出来的

各类安全隐患，实行台账管理，以最坚决的态度和最有力的举

措抓好问题整改，对制度不健全、工作不到位、责任不落实导

致发生涉校涉生安全事故的，要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山西省教育厅

2023 年 11 月 22 日

（此件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