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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学年青山湖区“心跃杯”校级
体育联赛（第二阶段）安全应急预案

一、活动概况

1.活动项目：2023—2024 学年青山湖区“心跃杯”校级体育

联赛（第二阶段）

2.活动时间：2023 年 4 月底至赛事结束

3.活动地点：青山湖区内各体育场馆

4.参加人数：学生教师约 1500 人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 2023—2024 学年青山湖区“心跃杯”校级体育

联赛（第二阶段）期间发生比赛安全、看台踩踏、建筑物垮塌、

火灾、治安、交通、天气突变等事故时的应急处置。

二、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成立安全应急指挥部

安全应急指挥部是运动会整个应急救援工作的指挥中心，负

责向上级部门汇报联络，协调应急期间各救援队伍的运作，统筹

安排各项应急行动，保证应急工作快速、有序、有效地进行。

总 指 挥：周 云

副总指挥：杨 燕

成 员：各有关股室负责人 各参赛学校负责人

主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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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展安全事故防范宣传教育，制定实施抢险救灾方案，增

强广大师生的防范意识；

2.决定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启动和终止；

3.统一领导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确定现场指挥人员，负责应

急队伍和资源的调动；

4.与区应急办、综治、公安、卫生等应急部门沟通、联系；

应急部门人员到达单位后，配合指挥应急救援工作；

5．向区委、区政府及相关单位和部门及时报告事故的最新情

况，并提出需要协调的救援事项，以确保事故得到妥善处理；

7.负责事故原因调查和善后工作。

（二）指挥部下设四个工作组

1.组织协调组

组 长：杨 燕

成 员：丁联宙 陈 煜 骆 华

主要职责：

（1）制定和协调落实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各项决策和措

施，果断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事态的扩大、蔓延；

（2）协调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及处理有关重大问题；

（3）巡查运动会期间的安全状况，全面掌握了解事态发展的

相关信息；

（4）在总指挥的授权下负责发布事故信息；

（5）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2.应急救援组

组 长：杨 燕

成 员：陈 煜 彭 超 骆 华 各参赛学校负责人

主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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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运动员认识疏散设施、标识，熟悉疏散路线；

（2）在总指挥发布疏散命令后，负责指挥现场人员撤离安全

地带。紧急状态下，可在上报总指挥的同时发布疏散命令；

（3）具体制定并实施防止事故扩大的安全防范措施，包括疏

散的线路图；

（4）迅速查明事故的基本情况，制定抢救与救援方案，报指

挥部审定后组织实施；

（5）迅速组建现场救治医疗队伍，若遇人员受伤，积极组织

抢救，组织指挥现场伤员救治及转送行动；

（6）具体负责本校运动员现场救援；

（7）及时向总指挥报告事故信息，包括：A.上报情况（是否

已向上级安全应急部门报告，是否已启动安全应急预案） B.事故

情况（是否已排除、已受控制，是否还在蔓延、是否会造成更大

危害）C.救援情况（应急小组是否已到位，有哪些应急人员工作

受阻，原因是什么）D.疏散情况（应当疏散的人数、集合点清点

的人数，滞留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去向不明的人员）E.救护情况

（受伤人数，伤员救治情况，正在搜救的情况） F.排险情况（排

险小组已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的成效，目前遇到的困难）G.外

援情况（公安、消防、安监、技监、卫监、医疗救护社会应急部

门到达事故现场情况）；

（8）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3.事故调查处理组

组 长：杨 燕

成 员：彭 超 骆 华 各参赛学校负责人

主要职责：

（1）调查登记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和事故抢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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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登记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

（3）调查登记事故发生的初步原因和性质，并做好事故现场

的保护工作。

（4）在上级单位、部门事故调查组到达后按调查组的要求配

合调查组开展工作。

（5）安抚事故伤患人员家属情绪；接待听取事故伤患人员家

属意见。

（6）依法研究提出事故善后解决办法等。

4.后勤保障组

组 长：杨 燕

成 员：陈 煜 骆 华 邓明荣 各参赛学校负责人

主要职责：

（1）密切配合组委会，负责筹措、调集事故应急救援所需的

交通工具、器材、急救药品等有关物资；对应急救援工作的经费

支出提出预算方案。

（2）密切配合组委会，确保安全、有效、及时完成有关保障

任务。

（3）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事故预防工作

（一）比赛安全

1.各代表队领队要在赛前开展交通安全、比赛安全等宣传教

育，组织运动员学习并熟悉安全预案，学习并掌握集体活动安全

事故发生时的预警信号、预防和自救知识以及运动安全自我防护

知识，并教育运动员在比赛中要听从指挥，遵守纪律；总裁判长

要对裁判员及场地工作人员进行自身及比赛安全教育。赛前，各

代表队领队要带领运动员、总裁判长要带领裁判员及场地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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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熟悉场地和疏散路线图；

2.所有人员入场后不许私自离开运动场或进入比赛场地围观。

严禁运动员将其他无关人员带入体育场或在体育场周围聚集；

3.运动员在检录后方能进入比赛场地，认真进行准备活动，

以防止运动伤害。比赛完毕立即退场，不得在场内逗留围观；

4.学生视自身身体情况可终止自己的比赛，任何人不得阻拦；

带队教师应密切关注本校运动员身体情况，发现学生身体出现异

常，可强制其停止比赛；

5.运动员在比赛时如果对比赛成绩有异议的，必须通过领队

或教练员向大会仲裁委员会提出，不得私自找裁判裁决，更不允

许寻衅滋事；

6.未进行比赛的运动员在指定位置观看，未经领队、教练员

或带队教师许可不得擅自离开；

7.应急救援组人员在运动会期间必须始终坚守岗位，随时准

备处理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

8.负责带队的所有工作人员必须保证通讯工具 24 小时畅通；

9.比赛结束时，所有人员须服从大会指挥按秩序退场。

（二）交通安全

1.统一组织乘车的代表队，要租借车况良好、证件齐全、有

营运资格的客运车辆，要严格控制乘员数量，保证不超员、不超

速、不违章，文明驾驶，合理安排时间，确保交通安全；

2.各代表队领队要在会前对本队的参赛运动员做好交通安全

教育。

（三）区域安全及保卫

1.比赛期间，所有人员必须在相应的工作区域、比赛区域或

观众区域，不得随意走动，更不得在上述区域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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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代表队领队应密切关注全队运动员的动向。

四、应急救援程序

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按下列应急操作程序处理：

（一）应急预案启动。事故发生，现场负责人立即向指挥部

报告，确认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二）报告及程序。事故发生后，汇报事故发生的单位、时

间、地点及事故现场情况。

（三）抢救及程序

1.抢救程序。迅速组织现场处置，组织安保人员迅速集中，

组织抢救、疏散。根据情况，及时向 110、119、120、报警、求援。

2.应急救援处置

（1）安全伤害事故：立即通知现场园医进行处置，并报告指

挥部；如处置困难，立即报告指挥部及时就近送医院医治；如果

特别严重，先拨打 120 请求支援；

（2）治安突发事故：在能力范围内立即制止并组织现场人员

疏散，并报告指挥部，如处置困难，立即向 110 请求支援；

（3）交通事故：立即组织逃生、清点人数，并报告指挥部，

如处置困难，立即拨打 110、120 请求支援；

（4）火灾：立即组织现场人员疏散，报告指挥部，在安全地

带清点人数，协助应急救援小组和专业人员救援，如特别严重，

应立即拨打 119 请求支援，稳定现场人员情绪；

（5）踩踏事故：迅速恢复秩序，立即救助受害者，报告指挥

部，最后通知医生进行处置，如果特别严重，应在迅速恢复秩序

后，立即救助受害者并拨打 120 请求支援；

（6）不可预知的其它紧急情况（天气突变、恐怖活动）：现

场带队教师应立即稳定情绪，建立秩序，指挥学生按照指定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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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进行紧急集结，并迅速疏散到安全地带（如果没有危险应原

地不动，听候安排）。同时，以最快速度将事故信息报告指挥部。

（四）应急预案终止

由总指挥视情况判断事故排除、险情结束、隐患排除后宣布

应急预案终止。事故调查组作出调查并向指挥部及相关部门作出

书面报告。

南昌市青山湖区教育体育局

2024 年 4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