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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房屋市政工程建设工地新冠疫情 

常态化防控工作指南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严防输入、严防

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切实做好房屋市政工程建设工地新

冠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特制定本指南。 

一、提高站位，切实增强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使命感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

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疫情防控的长期性、艰

巨性、复杂性，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内零星散发病例和局

部暴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在，夺取抗疫斗争全面胜利还需要

付出持续努力。各地住建部门要高度重视，全力以赴、全系

统动员、全员参与，把常态化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

时期的重点工作来抓，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省厅各项工

作要求，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压紧压实各责任主体

疫情防控责任。要慎终如始、再接再厉，全面做好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工作，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

合，做好较长时间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抓实抓细

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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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到实处。 

二、强化担当，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责任 

各地住建部门要督促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建筑

施工企业严格按照“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

救治”的要求，持续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疫情一

日不解除，防控一刻不放松。各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对疫情防

控工作负总责，持续做好项目施工现场疫情防控的组织、协

调、处置工作，全面落实住建和卫生防疫部门的各项要求。

施工总承包单位负责管理施工现场疫情防控工作，建立健全

覆盖专业承包、劳务分包等单位的疫情防控体系，制定常态

化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并抓好落实。监理单位负责督促施工单

位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落实落地。 

三、突出重点，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措施 

（一）严格施工现场封闭管理。所有房屋市政工程施工

现场应实行封闭管理，每个施工现场原则上只保留一个出入

口，出入口使用期间必须由专职人员对所有进出人员进行体

温测量。职工宿舍、生活区和办公场所应按规定设置，要与

外界围挡隔离，不能围挡隔离的应设警戒并设专人看守，进

行统一管理。受场地限制无法统一设置职工宿舍的，项目建

筑施工企业应加强对驻外人员的日常管理。 

（二）严格排查进场人员情况。所有进入施工现场的管

理人员、务工人员，应采取手机扫码、红外测温、人脸识别

等措施实行实名制登记管理。制定外来人员疫情防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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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对材料、设备进场运输车辆、相关人员的消毒和卫生防

疫要求，对确需来工地的外来人员，应做好登记、消毒、测

量体温和口罩发放佩戴等工作。 

（三）严格施工现场人员健康管理。项目建筑施工企业

要建立人员健康监测制度，持续开展体温检测和健康监测，

全面掌握施工现场所有人员，包括建设、施工、监理单位的

管理人员，所有劳务人员的身体状况。对发现发热、咳嗽等

症状人员要求其不得带病作业，要立即进行隔离观察，按应

急处置预案进行有效处置。 

（四）严格施工现场卫生消杀工作。项目工地建筑施工

企业要建立日常消毒台账，每天至少两次对宿舍、食堂、浴

室、厕所、休息室等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实行消毒和通

风处理。生活区、办公区要做好日常卫生保洁，及时清扫卫

生死角。未在施工现场纳入统一管理的职工宿舍，要建立寝

室专人负责制，组织定期消毒和卫生清扫工作，定期报告人

员流动和健康状况。 

（五）严格控制和减少人员聚集。办公区、宿舍区尽量

减少人员聚集，提倡网上办公、视频电话会议，倡导利用广

播、微信群等方式进行常态化疫情防控宣传和安全教育等，

班前教育和交底应分散进行。要优化工序衔接，控制施工现

场不同作业队伍人员的流动，减少聚集。适当增加班次和员

工休息时间。减少非必要的聚集性活动，减少参加聚集性活

动的人员数量。合理安排就餐，采取分时取餐、分散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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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峰用餐等措施。 

（六）加强健康宣传教育。项目建设单位要组织施工、

监理单位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知识宣传，积极倡导卫

生、除陋习，摈弃乱扔、乱吐的不文明行为，推广健康的生

活方式，增强身体抵抗力，提高职工的自我防护能力，养成

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加强通风消毒、保持“一米线”、

公筷制、咳嗽、打喷嚏注意遮挡等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 

四、加强疫情监测，认真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局部应

急处置 

（一）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各地住建部门和建筑施工企

业要时刻绷紧常态化疫情防控这根弦，密切关注当地疫情情

况，完善统筹协调、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应急响应、力

量物资配备等机制。各企业各项目工地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

防控“五有”要求：有防护指南、有防控管理制度和责任人、

有防护物资设备、有医护力量支持、有留观室和转运安排。 

（二）加强联防联控。各地住建部门主动加强与卫健部

门和疾控中心沟通协调，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沟通联络机制，

及时了解掌握各地疫情防控情况、实时掌握进入工地人员的

身体健康状况，制定应急处置快速反应联动方案，及时处置

发热人员或疑似人员。项目建设单位要建立与疾控部门、项

目所在地街道、社区、就近医疗机构等单位的疫情防控联动

机制，对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实行联管联动。 

（三）精准有效处置。坚持早、小、严、实和分类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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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四早”措

施，对发现发热、咳嗽等症状人员要立即进行隔离观察，尽

快报告当地街道、社区和疾控部门，专人专车送定点医疗机

构就诊。一旦出现现场人员被确诊感染，应第一时间全面停

工，按照防疫部门要求做好密接人员排查流调、集中医学隔

离观察和环境全面消杀等工作。 

（四）强化应急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关键岗位 24

小时值班制度，严格落实信息报告制度，发现疫情立即报告，

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要按照疫情防控风险等级标准，

依据本地疫情形势，及时调整完善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和各项

配套工作方案，实施精准防控，确保不发生建设工地聚集性

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