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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辽宁省老年服务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老年服务协会、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辽宁中置盛京老年病医院、沈阳市

小康时代艺术团、康贝佳口腔沈阳机构、沈阳市仁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沈阳市惠万民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实、何文涛、邱学思、李春方、李重阳、张欣、杜国民、张晗、何占旭、姜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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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集体活动应急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老年人集体活动的基本要求、发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集体活动服务标准的制定、

实施、评价与改进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组织老年人开展集体活动时提供的安全服务和应急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应急 

应对突然发生的需要紧急处理的事件。 

 3.2 

应急管理 

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预防、应对、恢复的过程。 

 3.3 

应急预案 

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为迅速、有效、有序地开展应急活动，而预先制定的方案。 
注： 用以明确事前、事发、事中、事后的各个进程中，谁来做，怎样做，何时做以及相应的资源和策略等。 

 3.4 

应急处置 

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所采取的一系列的应急响应措施。 

 3.5 

突发公共事件 

突然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损失的紧急事件。 

 3.6 

风险 

某一特定危险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组合。 

 3.7 

隐患 

导致突发事件发生的诱因。 
注： 隐患是已经存在但还没有发生的不安全因素。风险可能发生，可能不发生。隐患不排除就一定发生。 

4 基本原则  

保障安全原则 4.1 

4.1.1 制定安全工作方案，应从维护老年人权益，保障老年人健康与安全出发。 

4.1.2 组织老年人集体活动时，组织者不以盈利为目的；参加者以自愿为原则，必要时可由参加者签

署承诺书。 

4.1.3 如果老年人在参加活动中出现意外发生纠纷，应协商解决；不能协商解决时，可通过法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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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可行原则 4.2 

制定安全工作方案，应从实际出发定目标、定任务、定标准，做到切实可行。 

集思广益原则 4.3 

制定安全工作方案，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博采众长，多人参与，反对主观臆断。 

突出重点原则 4.4 

制定安全工作方案，应分清轻重缓急，突出重点，以点带面。 

5 文化活动安全管理要求 

安全责任 5.1 

承办者对其承办活动安全负责，承办者的主要负责人为活动的安全责任人。 

安全工作方案 5.2 

承办者应制定活动的安全工作方案： 

a) 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及组织方式。 

b) 安全工作人员的数量、任务分配和识别标志。 

c) 活动场所消防安全措施。 

d) 活动场所可容纳的人员数量以及活动预计参加人数。 

e) 治安缓冲区域的设定及其标识。 

f) 入场人员的票证查验和安全检查措施。 

g) 车辆停放、疏导措施。 

h) 现场秩序维护、人员疏导措施。 

i) 餐饮卫生、环境卫生的查验。 

j) 应急救援预案。 

安全事项 5.3 

场所管理这应关注的安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a) 保障活动场所、设施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和安全规定； 

b) 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应急广播、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符合法律、法

规、技术标准的规定； 

c) 保障监控设备和消防设施、器材配置齐全、完好有效； 

d) 提供必要的停车场地，并维护安全秩序。 

参加文化活动老年人要求 5.4 

5.4.1 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不应妨碍社会治安、影响社会秩序。 

5.4.2 遵守活动场所治安、消防等管理制度，接受安全检查，不应携带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腐

蚀性等危险物质或者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器具。 

5.4.3 服从组织方的安全管理。 

大型文化活动组织条件 5.5 

5.5.1 承办者是依照法定程序成立的法人组织或者其他组织。 

5.5.2 活动的内容不得违反宪法、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违反社会公德。 

5.5.3 具有符合本条例的安全工作方案，安全责任明确、措施有效。 

5.5.4 活动场所、设施符合安全要求。 

安全许可制度要求 5.6 

5.6.1 大型活动应按照当地治安管理要求提出申请，获得安全许可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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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获得安全许可的文化活动，承办者不应擅自变更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或者扩大活动规模。 

5.6.3 获得安全许可的文化活动，承办者取消活动的，应在原定举办活动时间之前书面告知做出安全

许可决定的机关，并交回安全许可证。 

5.6.4 获得安全许可的大型活动，公安机关根据安全需要应组织相应警力，维持活动现场周边的治安、

交通秩序，预防和处置突发治安事件，查处违法犯罪活动。 

5.6.5 活动举办过程中发生公共安全事故、治安事件的，安全责任人应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6 参观活动安全管理要求 

参观安全 6.1 

6.1.1 参观前应进行安全教育，并由专人陪同，保证安全。 

6.1.2 应参观人员应严格遵守被参观方的各项规章制度。 

6.1.3 参观前，对口接待部门应通知相关单位做好各项安全准备工作。 

6.1.4 参观者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进入参观区域。 

6.1.5 进入参观区域应有相应的防护措施。 

6.1.6 接待方应做好相应车辆停放安排。 

6.1.7 参观时应注意集体观念和时间观念，注意集合时间，保持与应急小组的联系，不到没有安全保

障和未开发的地方游玩。不应不应单独行动，不应和陌生人发生冲突。 

6.1.8 参观结束后参观者应将安全防护用品及时归还，确保安全防护用品无损毁、无遗漏。 

6.1.9 承办方与接待方应做好相应的应急预案。 

组织准备 6.2 

6.2.1 组织者应有高度的责任心，对每位参观的老年人安全负责。 

6.2.2 出发前应进行相关安全注意事项教育，通报活动详细安排。包括目的地、活动的时间、线路、

交通、住宿、内容等相关安排及注意事项。 

6.2.3 禁止私自安排外出。如确需外出应在应急领导小组处报备。 

6.2.4 应配带充足的常用药品，如晕车药、感冒药、肠胃疾病药、创可贴等。 

中途安全 6.3 

6.3.1 交通安全：乘坐交通工具时应听从指挥。乘车期间头部和手脚不能伸出窗外，不应向车外乱扔

杂物；行李应放在专一的行李架上或行李箱内，保持安全通道畅通。行李架上的物品应放好，防止车辆

行走时脱落砸人；遇有突发事件应听从统一指挥，临时停车时应记清车号和开车时间。同行人员上车后

应注意邻近人员是否上车，未到时应通知应急小组。 

6.3.2 购物安全：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不应不应将其交给陌生人看管，不应不应携带大量现金。

手机、钱包、贵重首饰等物品。在上下车、住宿、洗手等期间，注意不应遗忘，同行人员要相互提醒。 

6.3.3 饮食安全：少吃生冷食物、不吃过期食品、不吃未知的野果等食物、注意环境卫生、不乱丢杂

物、禁止饮酒闹事。 

7 旅游活动安全管理要求 

旅游组织者应当加强旅游安全意识，并做好如下工作： 7.1 

a) 成立旅游安全管理应急小组，明确责任人； 

b) 了解旅游经营者是否贯彻执行安全和应急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是否具备安全经营和突发

事件应对能力； 

c) 了解旅游景点曾经发生的安全事故的情况； 

d) 参加旅游的老年人进行安全教育，普及安全常识； 

e) 制定旅游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f) 准备必要的常用药及安全防护用具。 

发生旅游突发事件要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向主管部门报告如下内容：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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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 

b) 简要经过、伤亡人数、影响范围； 

c) 事件涉及的旅游经营者、其他有关单位的名称； 

d) 事件发生原因及发展趋势的初步判断； 

e) 采取的应急措施及处置情况； 

f) 需要支持协助的事项； 

g) 报告人姓名、单位及联系电话。 

8 体育活动安全管理要求 

组织者、承办方要求 8.1 

8.1.1 组织单位的法人为第一责任人。组织者及承办方应树立强烈的安全责任意识，且掌握体育运动

有关的安全知识，对参加体育活动的老年人要进行有关的安全教育，并具备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8.1.2 组织者及承办方对体育活动易发生安全事故的环节，应有全面的了解、掌握和应对策略。 

8.1.3 在体育活动中容易发生的事故及其危害向老年人反复强调说明，要讲清动作要领、保护措施，

并落实到参加活动的老年人。 

8.1.4 活动前应根据活动内容认真检查运动场地和运动器材，做好活动前准备，消除各种隐患，如器

材的牢固完好度，沙坑的松散度，游泳池水的深浅与清洁度等等。 

8.1.5 组织者及承办方应及时了解参加活动的每一个老年人的健康体能历史和现实状况，活动时因人

而异，忌一刀切。 

8.1.6 如果分组活动，应事先勘察各分组、分项的场地，尽量做到互不干扰；划分好小组，落实好小

组负责人、安全员；除加强巡视，全面关心，更应把握重点，对于易发事故、危险性较大的场地上的老

年人应给予更多关心与指导。 

8.1.7 进行游泳活动时，游泳池应按照深浅水域，配备持证上岗的救生员、卫生员。参加活动的老年

人应事先作健康体验或身体情况报告，适者允许参加。 

8.1.8 对违犯安全要求、纪律的老年人要坚决停止其活动。 

老年人要求 8.2 

8.2.1 应穿运动服和运动鞋。 

8.2.2 为避免外伤事故的发生，老年人不得佩带证章、胸卡、手表、钥匙、小刀、饰物等硬质物品。 

8.2.3 活动时要做到注意力集中，服从指挥，按要求参加各项体育活动内容。 

8.2.4 体育活动时要以正确的方法使用体育活动器材、设备。 

8.2.5 难度较大或带有一定危险的动作，须在教师指导和有人帮助、保护下完成活动内容，不可擅自

做主，自行活动。 

8.2.6 活动前要自行检查运动场地、器材等是否符合活动要求，如不符合，应及时向组织者或承办方

提出或自行避开、更换等。 

8.2.7 参加活动的老年人要有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活动期间遵守活动纪律，不得私自离开活动区。 

体育活动要求 8.3 

8.3.1 老年人进行体育活动时，活动辅导教师是体育活动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应树立强烈的安全责任

意识，并且掌握体育运动有关的安全知识，对老年人进行有关的安全教育，具备事故处置能力。 

8.3.2 老年人应按规定的活动时间、活动内容领取器材，到相应或指定的活动场(所)地进行体育活动。 

8.3.3 体育活动应分成若干个小组，在组长带领下，根据活动项目内容、要求在指定的区域内开展活

动。 

8.3.4 参加体育活动的老年人应认真按照各项活动的要求进行活动，自觉遵守体育道德和各项体育运

动规则。 

8.3.5 分散活动前先集中作好活动安排，强调安全注意事项。不到有危险的场地活动，不使用有危险

的器材设备，不做有危险的动作。 

8.3.6 活动全过程教师应在场，不得离开，要加强巡视、检查、指导，对于负责易发事故的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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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或区域给予更多的关心。 

8.3.7 活动结束，亦应整队集合，清点人数，进行讲评，检查安全情况，做到善始善终，使体育活动

始终置于老师有组织、有领导的情况下有序进行。 

8.3.8 对违犯安全要求、纪律的老年人要及时告诫，甚至停止其活动。 

体育活动器材、设备的安全要求 8.4 

8.4.1 场地、器材设备要符合体育活动的安全标准要求。 

8.4.2 要对器材、设备进行安全检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要及时报修、更换。 

体育活动场地的安全要求 8.5 

8.5.1 运动场地与设备应符合卫生要求，以安全可靠、有利于体育活动为原则。器材和设备设施要与

老年人的年龄、特点相适应，应符合体育活动安全和体育卫生标准要求。 

8.5.2 沙坑应翻松。不得混有致伤性杂物，不应有积水。投掷项目的投掷区，应与其他运动场地分开，

并保持足够的距离。球栏、单双杠等固定器械，应无锈斑、发霉、松动、破损、断裂等情况，发现不牢

固的地方应及时清理、调换或修理，或重新购置。 

8.5.3 游泳池应符合有关安全、救生和卫生等要求。在使用游泳池前，要对其内部进行周密的勘验检

查，确保池内无杂物、水池墙壁没有尖硬物品，然后做好消毒工作，在保证卫生条件许可下及时填充和

泄放水源。 

参加体育活动老年人健康要求 8.6 

8.6.1 体温增高的急性疾病不得参加体育活动。 

8.6.2 各种内脏疾病（心、肺、肝、肾和胃肠疾病）的急性阶段不得参加体育活动。 

8.6.3 凡是有出血倾向的疾病，如肺及支气管咳血、鼻出血、伤后不久而有出血危险、消化道出血后

不久等疾病不得参加体育活动。 

8.6.4 恶性肿瘤患者不得参加体育活动。 

8.6.5 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禁止参加长跑等剧烈体育活动项目。 

8.6.6 其他体育活动禁忌的疾病患者，不得参加体育活动。 

9 学习活动安全管理要求 

承办者负责学习活动安全，主要负责人为活动安全责任人。 9.1 

承办者应当制订学习活动的安全工作方案： 9.2 

a) 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及组织方式； 

b) 安全工作人员的数量、任务分配和识别标志； 

c) 活动场所消防安全措施； 

d) 活动场所可容纳的人员数量以及活动预计参加人数； 

e) 治安缓冲区域的设定及其标识； 

f) 入场人员的身份查验和安全检查措施； 

g) 车辆停放、疏导措施； 

h) 现场秩序维护、人员疏导措施； 

i) 餐饮卫生、环境卫生的查验； 

j) 应急救援预案。 

场所管理者应注意的安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9.3 

a) 保障活动场所、设施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和安全规定。 

b) 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应急广播、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符合法律、法

规、技术标准的规定。 

c) 保障监控设备和消防设施、器材配置齐全、完好有效。 

d) 提供必要的停车场地并维护安全秩序。 

参加学习活动的老年人应遵守下列规定： 9.4 

a) 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不得妨碍社会治安、影响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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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遵守活动场所治安、消防等管理制度。 

10 安全工作方案与流程 

安全工作方案格式 10.1 

10.1.1 标题：工作方案标题由单位、事由、文种三要素构成。 

10.1.2 署名：署名列在标题之下、正文之上的特定位置。 

10.1.3 正文部分： 

a) 引言与导语。引言要求简明扼要地说明预案或方案的制订的目的、意义和依据； 

b) 基本情况的说明。集体活动的时间、地点、方式等要明确； 

c) 对相关活动、相关安全工作按阶段或进程做具体的部署安排。包括各阶段工作的内容、基本

任务目标、由谁负责、存在安全隐患、主要措施手段、步骤方法、相应的安排与要求，包括

人力、财力、物力的组织安排和部署等； 

d) 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与解决办法； 

e) 制定检查考核项目及标准，考核办法及奖惩。 

安全工作方案流程    10.2 

10.2.1 建立安全责任制。应该建立安全责任制度，形成安全保障体系。在组织老年人集体活动时都要

有相应的管理人员,明确各关节、各岗位的安全责任。在活动中，组织者与承办方都应有安全承包指标，

明确各自应付的主要责任与奖惩事项。 

10.2.2 安全教育。在组织老年人集体活动前，要进行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内容要有针对性,要建立安

全教育资料档案,在安全教育登记表上,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均应由本人签字。 

10.2.3 安全工作预案。在组织老年人集体活动中，要有确保安全的工作方案。工作方案应坚持"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制定出有针对性、时效性、实用性的安全工作预案。 

10.2.4 特种作业持证上岗。在组织老年人集体活动时，有些安全保障操作、实施人员属于特种职业，

应该按相应的要求持证上岗。 

10.2.5 审批安全制度。组织老年人集体活动应避免各种风险，如果有些活动存在风险，应建立审批制

度。承办方或者具体工作人员要向组织方提出书面说明，组织者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可行。 

10.2.6 检查安全制度。在组织老年人集体活动前、活动中、活动后，都要有专门的人员进行安全检查。

检查安全制度、检查安全记录、检查是否有安全隐患、并要求安全整改及检查整改措施、整改情况应有

复查记录，活动结束后应该有安全总结，发现问题，应及时调整安全责任制度。 

11 安全救助管理要求 

安全预防 11.1 

11.1.1 防跌倒 

11.1.1.1 老年人附近贴上易跌倒标志。 

11.1.1.2 室内及行走道路整洁、干净、宽敞，地面无水渍。 

11.1.1.3 帮助老年人熟悉环境，加深对方位、布局和设施的记忆。 

11.1.1.4 卫生间浴室内应装坐便器，并设有扶手。 

11.1.1.5 老年人的用床尽量有床挡等必要保护措施。 

11.1.1.6 鞋、衣裤的尺寸适宜，穿防滑鞋。 

11.1.1.7 物品放在容易取放处。 

11.1.2 防坠床 

11.1.2.1 应使用床挡，如无床挡时，要在床旁用椅子护挡。 

11.1.2.2 加强老年人自防意识，穿衣合体，避免猛回头、急转身、猛起身等动作。 

11.1.3 防误吸、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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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 要及时发现误吸、误食，现场抢救，及早取出异物尤为重要。 

11.1.3.2 进食环境安静，光线良好。 

11.1.3.3 进食应细嚼慢咽，缓慢进食，集中精力。 

11.1.3.4 若出现恶心、呕吐，要暂停进食。 

11.1.3.5 出现呛咳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停止进食，并立即与医护人员取得联系。 

11.1.4 其他 

组织老年人集体活动时，安全防范应予以高度重视，包括老年人自杀、自伤、吃药、走失等方面都

应有相应的应对措施，以确保老年人的安全与健康。 

安全救助管理 11.2 

11.2.1 应对老年人进行安全知识教育，教育时要耐心细致、深入浅出，提高其对确保场所安全稳定和

加强自我保护意识的重要性的认识。 

11.2.2 应对老年人进行安全检查，不能随身携带危险品。 

11.2.3 应对老年人活动环境做好安全检查，防止意外发生。 

11.2.4 如果发现老年人有传染病，要及时隔离，防止交叉感染。同时与医护人员联系，做好相应处置。 

11.2.5 为老年人服务的工作人员应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及高度的责任意识。 

11.2.6 老年人发生意外，要现场进行合理处置，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12 安全防险应急预案 

应急组织机构 12.1 

12.1.1 应急组织体系。成立应急领导小组，负责平时的应急准备，统一领导应急处置工作。 

12.1.2 应急领导小组职责。负责在组织老年人集体活动时突发意外的预防、应急处置工作，一旦发生

意外情况，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应急响应 12.2 

12.2.1 发生意外情况时，工作人员要及时冷静处置，及时向应急领导小组报告，并联系医护人员、救

援人员迅速到场。 

12.2.2 医护人员、救护人员根据现场状况及老年人身体状况做出初步判断，并做出相应的紧急处置。 

12.2.3 采取一切措施保证老年人的生命安全，维持老年人的基本生命体征，监测老年人的生命体征并

做出详细的记录，为进一步救治赢得宝贵的时间。 

12.2.4 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在处理妥善后填写处理报告并上报上级领导。 

12.2.5 要及时与家属取得联系，做好善后处理。 

12.2.6 应定期或不定期的组织工作人员就应急预案进行培训和演练。 

12.2.7 不断总结应急响应中发现的问题，不断完善应急预案。 

突发疾病应急预案 12.3 

老年人在集体活动时突发疾病，工作人员要及时冷静处置，并联系医护人员迅速到场。几种常见突

发疾病应急措施： 

a) 心绞痛。发生心绞痛应立即将老人扶起，让其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或速效救心丸，多可缓解； 

b) 脑梗塞。当老年人夜间出现肢体麻木、口角歪斜、肢体不能活动时应想到可能发生脑梗塞，

不应晃动老年人，否则有可能导致栓子脱落引起其他并发症。处理方法是保持安静，立即给

予溶解栓子的药物； 

c) 哮喘发作。哮喘发作时可给氨茶碱，或使用舒喘宁喷雾剂等； 

d) 急性腹痛。对于因胆结石和肾结石引发的腹痛，应立即变换体位，同时在医生指导下按摩穴

位缓解疼痛。胃溃疡病人则服用解痉药缓解症状； 

e) 痛风发作。可选用消炎痛等药物缓解； 

f) 尿潴留。发生急性尿潴留，可用热水袋或炒热的盐包热敷小腹部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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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倒事件应急预案 12.4 

12.4.1 发现老年人跌倒，不应急于扶起，依据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群，要分情况进行

处理。有的在密闭环境中跌倒，有的在公共室内区域,有的在室外跌倒。有雨天、雪天跌倒、障碍跌倒。

不同病症跌倒：血糖、血压、心肌梗、脑梗等症状。 

12.4.2 处理流程： 

a) 工作人员要随时关注老年人的行踪状况，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都要第一时间发现老年人摔倒； 

b) 发现老人跌倒，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或电话通知相关人员就近赶到现场，并上报； 

c) 初步判断跌倒原因：观察周围是否有障碍物、路面是否湿滑等，如果排除外力跌倒原因就可

能是内因疾病引起跌倒；与老人沟通，判断老人是否清醒，进一步判断老人跌倒的原因； 

d) 判断原因后再次上报现场情况，包括老人身体症状，初步询问原因等。等待应急小组人员和

医护人员到现场； 

e) 在应急处理时，如果环境危险，首先排除环境危险，如开窗通风、断电；方可急救老人；在

室外跌倒，依据天气情况，可采取为其遮雨、挡风、遮阳、保暖等措施；非专业医护人员尽

量不应去挪动老人，避免造成老人二次伤害；如在室外发现老人跌倒，依据严重性情况，在

周围设置提醒标识；维护秩序，避免人群围观； 

f) 在事后处理时要持续关注老人伤势的恢复情况，查找跌倒危险因素，评估跌倒风险，制定改

善措施及维修方案；同时配合好医护人员，随时做好急救绿色通道的开通。 

踩踏事件应急预案 12.5 

12.5.1 基本要求。老年人在集体活动时突发踩踏事件，工作人员要及时冷静处置并联系医护人员迅速

到场。 

12.5.2 报告制度。踩踏事故发生后要及时报告，同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在事故处理中根据实际情

况建立定时报告制度。 

12.5.3 救援措施。应急领导小组按照预案方案，各就各位，组织救援行动，初步摸清情况，彻查事故

原因。 

12.5.4 医疗救援。发生较严重的拥挤踩踏安全事故，应立即向就近医疗机构发出医疗求援，并拨打“120”

医疗抢救电话。及时将受伤人员送到医院抢救，主动向医疗人员报告发病情况，做好秩序维护等工作。 

12.5.5  联系家人。发生较严重的拥挤踩踏事故后，应及时与老人家属取得联系，如实说明情况，做

好家人安抚工作，防止过激行为发生。设立家人联络处，及时解答家属提出的问题，力所能及的为家属

做好服务工作，妥善处理相关问题。 

12.5.6 人员调度。事故应急处理人员由应急领导小组组长统一调度，必要时可向卫生、公安部门申请

支援，帮助处理事故。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听从指挥、确保到位。 

12.5.7 信息公开。保障家属在事故发生和处理过程中的知情权，及时、准确做好信息公开，并如实向

上级部门汇报，不瞒报、谎报。对一些谣传也要及时澄清，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12.5.8 查明事故原因。查清事故发生原因，反思事故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完

善应急处置方案。 

火灾事件应急预案. 12.6 

12.6.1 火灾的发现。火灾的发生一般会出现：烟、味、光等现象，任何人发现火情后，都应迅速做到

以下事项： 

a) 迅速判明起火位置，起火性质（电器、油火、物品）火势情况，报告应急小组； 

b) 迅速利用附近的灭火器材灭火，阻止火势蔓延； 

c) 根据现场最高指挥员的指令，拨打消防火警专用电话 119通知消防队支援灭火； 

d) 报告火情时应报明火警具体位置，火势情况和自己的身份，报告词语应迅速、准确、清楚。 

12.6.2 消防灭火方法和注意事项： 

a) 坚持先救人，后灭火的原则； 

b) “火警就是命令”，所有人无论在任何场所发现火情，都应勇敢迅速地使用附近的消防器材

或灭火物品扑灭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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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应急领导小组的成员既是灭火责任人，又是现场指挥员，应迅速组织扑灭火灾，将火灾控制

在起火阶段； 

d) 消防灭火时，首先应关闭排风机、鼓风机、餐厅空调开关，切断火源，根据火势情况切断电

源，关闭防火门，防止火势蔓延； 

e) 正确使用消防器材，迅速有效地扑灭火灾，一般火灾采用灭火器喷射灭火，较大火灾应用高

压水龙喷射灭火，但要切记，油锅着火或电器着火，严禁用水灭火，以免油锅溢出散布火苗

扩大火灾面积或损坏电器； 

f) 工作人员应懂得“三懂三会”。三懂（懂得哪些是不安全火险隐患、懂得火灾预防措施、懂

得扑救初起之火的方法）。三会（会报警，会使用各种消防器材、会扑救初起之火）。 

12.6.3 疏散方法和注意事项： 

a) 现场火势较大，无法控制，可能危及到人员安全，应组织人员疏散； 

b) 应急领导小组根据火情及现场状况，下达疏散指令，并组织人员安全疏散； 

c) 疏散应统一指挥，统一组织，有秩序地进行，防止混乱，防止遗漏，应确保老年人生命财产

安全； 

d) 疏散后，应关闭所有的门窗和防火门，关闭所有电源灯光、电器设备，熄灭所有的炉火和烟

头； 

e) 应利用最近的疏散门把重要物资搬离火灾现场； 

f) 发生人员伤亡要立即联系就近医护人员或“120”来抢救，严重者送往医院治疗。 

12.6.4 核实上报。根据事故发展情况核实清楚后，向上级领导汇报。上级领导接报后，要迅速处理，

必要时赶往现场或以其它适当方式领导抢救工作。 

12.6.5 抢救结束后的处置： 

a) 事发 12小时内写出事故书面报告，及时将事发经过、原因分析、处理结果及整改措施形成正

式报告，报上级领导； 

b) 保护好现场以便调查火灾原因； 

c) 事故处理完毕后，要总结此次火灾应急抢救工作的经验教训，同时提出改进意见，完善预案。 

恶劣天气防险应急预案 12.7 

12.7.1 恶劣天气。恶劣天气系指暴风、暴雨、雷电、大雾、大雪、高温等。 

12.7.2 应急处理目标： 

a) 组织老年人集体活动应密切注意天气预报，避免遭遇恶劣天气； 

b) 如果意外遭遇恶劣天气，要能快速、及时、妥善的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切实避免恶劣天气安

全事故的发生； 

c) 恶劣天气预报或突发后，所有工作人员要及时到位、各负其责，做好安全工作，发现问题及

时报告并妥善处理； 

d) 恶劣天气预报或发生，要及时停止一切活动，并了解老年人家庭居住地等相关信息，跟家属

做好联系，确保老年人安全回家或安全避险； 

e) 恶劣天气预报或发生时，要做好老年人保护工作，关好电源、门窗、煤气、水管等设施，防

止交通、溺水、过电、摔伤等伤害事故发生； 

f) 下雪后，要及时清扫。雨后积水要及时排除；保证主要干道清洁畅通，雪天不得把冰雪带入

楼内，以防摔伤。对楼梯、路面要采取安全防滑保障措施； 

g) 对于突然降温天气，要做好老年人的保暖安排； 

h) 事故发生初期，现场人员应积极采取自救措施，防止事故的扩大； 

i) 遇重大灾害，可适时请求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事故救援工作。 

12.7.3 事故报告： 

a) 在第一时间立即将所发生的事故情况报告给应急领导小组，应急领导小组也要向上级主管部

门报告； 

b) 事故发生后，迅速采取必要措施抢救人员和财产，并及时将情况进行汇报； 

c) 事故结束后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完善原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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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全服务评价改进 

 评价原则 13.1 

13.1.1 权威性 

  安全服务评价是一项国家正在建立并逐步完善，旨在从根本上控制、消除事故隐患，促进安全工作

的有效制度。安全服务评价为今后的安全工作监督管理提供科学依据。这些都体现了安全服务评价的权

威性。 

13.1.2 科学性 

安全服务评价涉及学科范围广，影响因素复杂多变。在开展安全评价的全过程中，应依据科学的方

法、程序，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全面、准确、客观地进行工作，提出科学的对策措施，做出科学的结论。 

13.1.3 公正性 

评价结论是被评价项目的决策依据、设计依据、能否安全运行的依据。因此，对于安全服务评价的

每一项工作都要做到客观和公正。 

13.1.4 严肃性 

安全服务评价须以国家和地方有关安全的方针政策、法规、标准、规定等为依据，安全服务评价的

效果直接涉及到老年人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因此，安全评价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评价单位和评价人

员应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事业心进行安全服务评价工作。 

13.1.5 针对性 

各类评价方法都有特定适用范围和使用条件，因此要有针对性地选用评价方法，最后要提出有针对

性的、操作性强的对策措施，对被评价项目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结论。 

13.1.6 综合性 

在评价时要进行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与影响。一般需要采用多种评价方法，取长补短。                                  

13.1.7 适用性 

系统分析和评价方法要适合具体情况，即具有可操作性。方法要简单，结论要明确，效果要显著，

这样才能为人们所接受。 

评价方法 13.2 

13.2.1 评价方式主要有组织自评、外部组织测评的方式。其具体方法包括： 

a) 观察； 

b) 测量； 

c) 查阅资料； 

d) 对比分析； 

e) 抽样调查； 

f) 交流提问； 

g) 问卷调查； 

h) 随即体验。 

13.2.2 确定评价的方式和主体。 

13.2.3 评价主体确定评价要素及其相应指标。 

13.2.4 采集评价对象的数据和信息。 

13.2.5 利用相关数据和信息开展初评。 

13.2.6 确定评价结果。 

13.2.7 形成评价报告。评价报告一般可包括评价依据、评价人员、评价时间、评价简要过程、各分项

指标评价结果、总体结论、存在问题和处理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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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分析 13.3 

13.3.1 实施步骤 

13.3.1.1 制订相关调研方案。常使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进行。 

13.3.1.2 制作调查问卷。根据社会调查基础要求制作调查问卷。 

13.3.1.3 发放调查问卷。使用抽样调查方法。 

13.3.1.4 整理研究各项调研数据。 

13.3.1.5 进行数据分析。使用计算机对已经有的数据进行归纳整理，制作数据图表。 

13.3.1.6 撰写调研报告。 

13.3.2 分析报告 

13.3.2.1 基础情况。 

13.3.2.2 统计表格。 

13.3.2.3 存在问题。 

13.3.2.4 改进建议。 

改进事项 13.4 

13.4.1 总结安全服务存在的问题。 

13.4.2 找出安全工作产生问题的原因。 

13.4.3 有针对性地提出安全服务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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