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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冷水滩区客运站场、县际

客运班线、县内客运班线及城乡公交线路

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永州市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永州汽车运输总公司、

永州旺达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各道路客运从业人员:

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有关疫情防控决策部

署，严格对标对表交通运输部颁布的《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

具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南（第七版）》要求和冷水滩

城区疫情防控实际，按照省市疫情防控相关文件要求及工作指

引，落实落细防控措施，科学规范做好客运站场、城乡客运、

城乡公交疫情防控工作，坚决防止疫情通过道路运输途径扩散，

特下发本通知，请遵照执行。

附件 1：《冷水滩区客运站场、县际客运班线、县内客运班线、

农村公交线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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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永州市冷水滩区交通运输局

2022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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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滩区客运站场、县际客运班线、县内客

运班线及城乡公交线路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方案

一、总体防控要求

1、除因疫情防控需要或出现其他必须关停的情况外，客

运站场、县际客运班线、县内客运班线、农村公交线路应保持

开通运营状态，为司乘人员提供便利化出行服务。未经批准不

得擅自关闭及停运。

2、各客运企业、站场及经营管理单位，切实落实疫情防

控主体责任。完善工作方案，细化应急预案，加强运营管理，

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3、阻断“五类”病毒传播途径:公共接触部位随时消毒。

阻断公共接触物交叉传播:全员佩戴口罩。在流水条件下按照

“七步法”洗手，阻断手的传播:关键岗位员工佩戴护目镜、

防护镜，阻断眼，口鼻传播:接触钱款、票据员工佩载手套，

并随时洗手消毒，阻断钱款，票据传播:全力避免人易聚集，

公共场所开窗通风，减少飞沫传播。

4、出现新冠肺炎可疑病例、确诊病例时，区卫健部门及

时进行检测和终末消毒，经卫生学评价合格后方可重新启动运

营。

二、客运站场及站场周边防控要求

1、严格落实客运站和车辆消毒及人员防护措施。做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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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站和客运车辆的消毒、通风、卫生保洁，客运站和客运车辆

要明确消毒责任人，每天进行不少于二次全方位的消毒，不留

死角，留存消毒日志备查；

2、客运车辆由司乘人员在发车前、车辆到达终点站乘客

下车后和全天运行完毕收车后各进行一次消毒，消毒记录要存

档备查；

3、严格落实进出站人员体温检测工作，车站按照要求粘

贴“场所码”，进站所有人员均需扫码并出示给值班人员查看，

进站的所有人员均需按要求佩戴口罩并测量体温；

4、车站设置留置观察室，对体温超过 37.2°℃的乘客在

留置观察室进行暂时隔离，并做好信息登记上报工作，留观室

设置务必真实可用，标志明显，内可设置储物设备专门存放应

急防疫物资;

5、增加车站公用设备和公共区域的消毒频次，卫生间和

洗手池配备消毒液及洗手液，严禁用普通洗手液替代;

6、各客运企业、客运站场必须制定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及

措施，落实人员岗位职责，开展季节交换疫情防控应急演练及

隐患大排查活动，对排查出的隐患建立台账，立即整改到位,

完成闭环管理;

7、客运班线车和客运包车宜配备手持体温检测仪，将车

辆后两排设置应急区域，临时隔离出现发热，干呕等症状的乘

客，建立与行业主管单位联络机制；

8、客运站利用电子显示屏播疫情防控放宣传视频，普及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知识，提高旅客及驾乘人员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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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

9、严格执行县际客运班车旅客信息查验、登记制度，县

际客运班车进入我区后，不得中途上下客，须进站场上下旅客，

经疫情防控人员采取相关查验措施后才能离开。

三、客运企业防控要求

1、严格落实企业员工体温检测工作，按照要求粘贴 “场

所码”，对企业员工要求佩戴口罩并进行测量体温；

2、每天在企业门口要有专人执勤值班，对进入企业人员

进行人员登记，严格落实乘客扫码并出示绿色动态健康码、行

程码乘车；

3、每天对企业办公区域及运营车辆进行全方位消毒，加

强办公区域及运营车辆环境卫生整治；

4、强化动态监控。通过卫星定位系统和企业源头监控，

切实掌握车辆运行轨迹。车辆返回后，严控落实车辆消毒和驾

驶员体温检测，发现体温异常的应立即上报。

四、县际客运班线、农村客运班线及城乡公交线路防控

要求

1、严格落实驾驶员和乘客全程 100%佩戴口罩乘车；工作

人员和车长必须按疫苗接种要求“应接尽接”。督促首末站上

车及中途上车的乘客扫场所码并出示绿色动态健康码、行程码

乘车；

2、严格做到勤消毒，勤通风。做好乡镇首末站场消毒，

收发车环节开展全面消杀，对座椅、扶手等部位进行消毒擦拭，

车辆配备便携酒精等日常消毒器具，做到一趟一消毒，无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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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前后车门以及车窗打开进行通风，为乘客提供安全、卫生

的乘车环境；

3、驾驶员按照操作规程安全驾驶，提醒乘客乘车正确佩

戴口罩、注意相互之间的安全乘坐距离;

4、充分利用公交车车内 led 屏滚动播放疫情防控的相关

常识和要求。利用公交车语音播报系统，对车上乘客进行防疫

宣传；

5、县际班线客运车辆所属企业必须严格按照我区的疫情

防控工作要求及毗邻县区的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抓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落实。进入我区后，不得中途上下客，必须进站场上

下旅客并按规定落实扫场所码及登记乘客信息、测量体温、查

验行程码等疫情防控要求。

五、道路运输从业人员防控要求

1、加强员工上岗管理，有高、中风险地区旅居史或密接

史员工，在规定隔离期满、卫生检测合格前，不得召回返岗复

工。建立员工健康监测制度，严格落实“体温三测”(全员必

测、岗前必测、岗中监测)和“四不上岗”(高、中风险地区返

回人员未按规定隔离不得上岗、未按规定检测不得上岗、体温

检测不合格不得上岗、未佩戴口罩等防护用品不得上岗)要求，

杜绝带病上岗。

2、加强员工就餐管理。采取分餐制，用餐人员应保持安

全距离，减少餐间交流。鼓励错峰、打包方式就餐，尽量使用

一次性餐具，重复使用的餐具应“一人一具、一-用一消毒”。

3、加强员工岗前培训，对保安、保洁、收费员和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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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等开展疫情防控专业知识培训。

4、安排专人负责，每日定时对宿舍楼、办公楼、餐厅、

厨房、收费亭等区域喷洒消毒液，做到每日通风换气，营造干

净卫生站区环境。

5、加强疫情防控物资储备，提前采购充足的口罩、消毒

剂、洗手液、非接触式温度计以及必要情况下使用的专业防护

服等防护物资，保障司乘人员和员工使用。

6、通过广播、视频、海报等多种方式，开展卫生防护知

识宣传，引导司乘人员和员工提高防护意识，落实好戴口罩、

手卫生、“一米线”等防护措施。

六、疫情监测与预警

（一）预警方法

1、负责与当地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联系，获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信息，当收到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预警信息时应及时向道路运输行业通报。

2、发现传染病疑似病例后，疑似病例所在单位立即向社

区或防控办汇报，并对是否有发热病人或疫情接触情况综合分

析判断，发布预警通报，通知各部门做好应急准备。

各运输企业每天汇报本部门疫情情况（是否有发热病人或

疫情接触情况），如出现疑似病人由应急办公室联系医院进行

甄别和处置。

（二）监测方法

1、可疑暴露者是指暴露于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的野生

动物、物品和环境，而且暴露的时候未采取有效防护（如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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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

2、密切接触者是指与可疑感染者或确诊感染者有过亲密

接触史的。

3、与病例共同居住、学习、工作或其他有密切接触的人

员；

4、诊疗、护理、探视病例时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的医护

人员，家属或其他与病例有类似近距离接触的人员；

5、与病例乘坐同一交通工具并有近距离接触人员；是否

途经中高风险区域；

6、对于密切接触者，需要在家进行医学观察，不要上班

不要随便外出，做好自我身体状况观察，定期接受社区医生随

访。

七、应急响应

1、接到疑似病人的预警信息后，上报应急领导小组，各

应急救援人员接到预警信息后进入待命状态，做好应急响应准

备。

2、应急救援日常管理办公室根据急性传染病事件的变化

情况，报请应急领导小组批准后，发布调整或解除预警信息通

知。

3、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后，事发单位负责人应立

即向行业管理部门报告，并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

者医疗机构报告。

4、当发生较大及以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时，应急救

援需要按规定向当地卫生主管部门、疾病控制中心报告，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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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援人员在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按照分工，相互配合，

密切协作，共同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由属地政府统一协

调指挥的急性传染病突发事件，应遵其安排。

八、应急处置措施

1、发现传染病人、疑似传染病人时，必须立即报告区交

通运输局疫情防控办，并立即向当地卫生主管部门、疾病控制

中心报告。

2、对传染病人、疑似传染病人在做好自身保护的前提下，

应及时将其送往医疗急救中心进行救治，发现人应尽可能避免

与患者直接接触或近距离接触，并离开患者生活、工作的房间

或办公室等场所。在现场附近把守，防止人员进出，等待应急

组织其他人员的到来。

3、与传染病人或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应按照相关政策

隔离进行临床观察，具体工作以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为准。

4、及时公布本次发生疾病的传播方式、传播规律，有效

的预防方法，如何正确对待，使从业人员进一步了解相关疾病

的预防知识，以消除员工的恐惧心理，稳定员情绪，保证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

九、应急结束及后期处置

1、应急响应结束后，按照把事故损失和影响降到最低程

度的原则，及时做好生产生活恢复工作。

2、财务部负责牵头核算应急发生的费用及后期费用等工

作。

3、事件调查组必须实事求是，尊重科学，按照“四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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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原则及时、准确查明传染病疫情的原因，深刻吸取事故教

训。落实责任制，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4、应急办公室负责收集、整理应急救援工作记录、方案、

文件等资料，组织各部门对应急救援和应急救援保障等工作进

行总结和评估，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并将总结评估报告报上

级主管部门。

十、本工作方案自 2022 年 4 月 4 日发布之日起实施。

XXX 字〔2018〕15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