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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防控培训指导目的

一、提升防控意识，严防疫情输入风险。

Ø海、陆、空防境外疫情输入，国内中高风险地区，
密接和次密的排查等

二、提高疫情防控的警觉性。

Ø行业特点：进口冷链货物，走私冻品，偷渡人员等

三、提高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自觉性。

Ø核酸检测；测温扫码看行程；控人流，防聚集；保
持环境清洁通风；积极接种新冠疫苗等。



Delta突变株已成为全球新冠流行优势株

üDelta突变株
l病毒载量高、传染性强；潜伏期短、代际间隔短；

l转阴时间长；免疫逃逸。

ü境外输入压力持续加大，病毒引入途径多样
l入境人员、隔离场所、冷链物品、污染环境（货车车厢、货
机货架/货舱、客机机舱）；

l边境线陆路、口岸、非法入境。

疫苗接种后传播更隐蔽
l传染期更短；

l检测发现难度大。

ü风险人群
l职业/行业人群



澳门近期发生本土疫情--D株

ü9月25日至10月9日，澳门累计报告12例本土个案
Ø隔离酒店保安群组：6例；

Ø装修工人群组：6例（5例为装修工人或从事相关工作，1例为家务
助理）。



澳门本轮疫情特点

l行业/职业人群聚集性
l隔离酒店保安群组为保安公司统一雇佣的外聘人员，与酒店工
作人员分属不同用工单位负责，在管理上存在一定漏洞；

l装修工人群组多为兼职人员，非固定工作从事行业复杂，管理
存在一定困难且外溢风险高。

l 工作场所为主要感染及传播地点
l两个隔离酒店保安共用更衣室，装修工人在同一房内工作等均
显示出工作场所为主要感染及传播地点；

l工作期间个人防护不到位、工作场所消毒不到位均可能造成工
作场所成为感染及进一步传播的地点。

l职业人群中传播迅速
l16天时间内，已传播5代；

l职业人群的聚集性可造成疫情迅速传播，短时间内可能波及社
区，造成进一步扩散。

l疫情个案主要涉及外雇群体



澳门针对重点职业等人群开展高频次核酸检测计划

n早发现、防范新冠病毒在社区传播和扩散;
n两类重点人群:

• 包括装修、洗衣、保安业所有员工;
• 以尼泊尔籍和越南籍外雇。

n须隔日核检1次,连续做4次;
n向雇主或当事人发出短讯通知;
n要求雇主督促雇员按时进行核酸检测。



主要防控抓手，筑牢网底

ü社区管理：风险人群向居住地报备，社区三人小组
管理

ü用工单位：员工排查、管理、督促核酸检测及疫苗
接种

ü行业协会：督促兼职、自由职业者、个体商户等核
酸检测及疫苗接种



建议

1.用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监管，行业协会给
予监督。

2.工作期间减少非必要聚集，规范佩戴口罩，保持
一米线距离，减少非必要会议或缩短时间。

3.工作过程中加强防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
常通风，加强工作场所消毒处理。

4.用工单位或行业协会定期组织进行核酸检测，新
冠肺炎疫苗“应接尽接”。





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防控相关防护指南（2021年8月版）



各行业相关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



场所防控要求

1. 做好口罩、洗手液、消毒剂等防疫物资储备，制定应急工作预案，落实单位
主体责任，加强人员健康培训。

2. 工作人员疫苗接种做到应接尽接，接种疫苗后仍需注意个人防护。建立工作
人员健康监测制度，每日对工作人员健康状况进行登记，如出现可疑症状应
及时就医。

3. 对进入的办公人员和服务人员进行体温检测、核验健康码和行程卡，体温和
健康码正常者方可进入。

4. 确保有效通风换气。温度适宜时，尽量采用自然通风加强室内空气流通。如
使用集中空调，应在开启前检查设备确保运行正常，确保新风取风口与排风
口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对冷却塔等进行清洗，保持新风口清洁；运行过程中
以最大新风量运行，加强对冷却水、冷凝水等卫生管理，定期对送风口等设
备和部件进行清洗、消毒或更换。

5. 做好电梯、公共卫生间等公用设备设施和门把手等高频接触物体表面的清洁
消毒。



场所防控要求

6. 保持公共区域和办公区域环境整洁，及时清理垃圾。

7. 公共卫生间要配备足够的洗手液，保证水龙头等供水设施正常工作；有条件
时可在大堂、电梯口、前台等处配备速干手消毒剂或感应式手消毒设备。

8. 注意个人卫生，及时进行手卫生，避免用未清洁的手触摸口、眼、鼻，打喷
嚏、咳嗽时用纸巾遮住口鼻或采用肘臂遮挡等。

9. 服务人员工作期间，全程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办公人员戴一次
性使用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防护等级口罩。口罩弄湿或弄脏后，
及时更换。

10. 通过海报、电子屏和宣传栏等加强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宣传。

11. 当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时，应在当地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的指导下对场所进行终末消毒，同时对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清洗和消
毒处理，经卫生学评价合格后方可重新启用。



场所防控要求

1. 做好口罩、洗手液、消毒剂等防疫物资储备，制定应急工作预案，落实单位
主体责任，加强人员健康培训。

2. 工作人员疫苗接种做到应接尽接，接种疫苗后仍需注意个人防护。建立工作
人员健康监测制度，每日对工作人员健康状况进行登记，如出现可疑症状应
及时就医。

3. 对进入银行的客户和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测、核验健康码和行程卡，体温和
健康码正常者方可进入。

4. 确保有效通风换气。温度适宜时，尽量采用自然通风加强室内空气流通。如
使用集中空调，应在开启前检查设备确保运行正常，确保新风取风口与排风
口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对冷却塔等进行清洗，保持新风口清洁；运行过程中
以最大新风量运行，加强对冷却水、冷凝水等卫生管理，定期对送风口等设
备和部件进行清洗、消毒或更换。

5. 对取号机、柜台柜面、密码器、签字笔、点钞机、ATM机、公共座椅等公用
物品设施做好清洁消毒。

6. 保持银行大厅、电梯口和咨询台等区域环境整洁，及时清理垃圾。



场所防控要求

7. 在大厅内设置“1米线”，提醒客户排队取号或在 ATM机存取款时保持安全
距离。

8. 控制大厅内办理业务的客户数量；推荐客户优先考虑网络银行或在 ATM 机
上办理日常业务；在服务台或柜台配备速干手消毒剂，提醒客户加强手卫生
。

9. 工作人员注意个人卫生，及时进行手卫生，避免用未清洁的手触摸口、眼、
鼻，打喷嚏、咳嗽时用纸巾遮住口鼻或采用肘臂遮挡等。

10. 工作人员工作期间，全程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顾客戴一次性使
用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防护等级口罩。口罩弄湿或弄脏后，及时
更换。

11. 通过海报、电子屏和宣传栏等加强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宣传。

12. 当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时，应在当地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的指导下对场所进行终末消毒，同时对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清洗和消
毒处理，经卫生学评价合格后方可重新启用。



单位防控要求

1. 做好口罩、洗手液、消毒剂等防疫物资储备，制定应急工作预案，落实单位
主体责任，加强人员健康培训。

2. 工作人员疫苗接种做到应接尽接，接种疫苗后仍需注意个人防护。建立工作
人员健康监测制度，每日对工作人员健康状况进行登记，如出现可疑症状应
及时就医。

3. 在单位入口处对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对来访人员进行体温检测、核验健
康码并进行登记，正常者方可进入。体温异常者，建议及时就医，就医途中
正确佩戴口罩，做好手卫生。

4. 加强企业内办公区域、室内公共活动区域和员工宿舍区的通风换气。如使用
集中空调，开启前检查设备是否正常，新风口和排风口是否保持一定距离，
对冷却塔等进行清洗，保持新风口清洁；运行过程中以最大新风量运行，加
强对冷却水、冷凝水等卫生管理，定期对送风口等设备和部件进行清洗、消
毒或更换。

5. 加强对办公区域、会议场所、卫生间、食堂、宿舍及其他活动场所和物品的
清洁消毒，适当增加电梯按钮、门把手等高频接触部位消毒频次。



单位防控要求

6. 垃圾做到“日产日清”，清运过程中应采用密闭化运输。

7. 公共卫生间要配备足够的洗手液，保证水龙头等供水设施正常工作；有条件
时可在电梯口、前台等处配备速干手消毒剂或感应式手消毒设备。

8. 食品等原料从正规渠道采购，保证来源可追溯。食堂采取分餐、错峰用餐。

9. 注意个人卫生，及时进行手卫生，避免用未清洁的手触摸口、眼、鼻，打喷
嚏、咳嗽时用纸巾遮住口鼻或采用肘臂遮挡等。

10. 作业岗位工作人员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防护等级口
罩。口罩弄湿或弄脏后，及时更换。

11. 当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时，在当地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的指导下，对相关场所进行终末消毒，同时对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清洗
和消毒处理，经卫生学评价合格后方可重新启用。



单位防控要求

1. 做好口罩、洗手液、消毒剂等防疫物资储备，制定应急工作预案，落实单位
主体责任，加强人员健康培训。

2. 工作人员疫苗接种做到应接尽接，接种疫苗后仍需注意个人防护。建立工作
人员健康监测制度，每日对工作人员健康状况进行登记，如出现可疑症状应
及时就医。

3. 在单位入口处对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对来访人员进行体温检测、核验健
康码并进行登记，正常者方可进入。体温异常者，建议及时就医，就医途中
正确佩戴口罩，做好手卫生。

4. 加强办公区域、室内公共活动区域和员工宿舍区的通风换气。如使用集中空
调，开启前检查设备是否正常，新风口和排风口是否保持一定距离，对冷却
塔等进行清洗，保持新风口清洁；运行过程中以最大新风量运行，加强对冷
却水、冷凝水等卫生管理，定期对送风口等设备和部件进行清洗、消毒或更
换。

5. 加强电梯按钮、门把手等高频接触部位的清洁消毒。

6. 保持宿舍、食堂、办公区域、建筑工地等环境整洁卫生，卫生间干净整洁，
垃圾做到“日产日清”，清运过程中应采用密闭化运输。



单位防控要求

7. 公共卫生间要配备足够的洗手液，保证水龙头等供水设施正常工作；有条件
时可在电梯口、前台等处配备速干手消毒剂或感应式手消毒设备。

8. 优化工序衔接，控制施工现场不同作业队伍人员流动，减少人员聚集；优化
施工工艺，做好清洁消毒。

9. 食品等原料从正规渠道采购，保证来源可追溯。食堂采取分餐、错峰用餐。

10. 工作人员注意个人卫生，及时进行手卫生，避免用未清洁的手触摸口、眼、
鼻，打喷嚏、咳嗽时用纸巾遮住口鼻或采用肘臂遮挡等。

11. 作业岗位工作人员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防护等级口
罩。口罩弄湿或弄脏后，及时更换。

12. 通过海报、电子屏和宣传栏等加强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宣传。

13. 当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时，在当地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的指导下，对相关场所进行终末消毒，同时对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清洗
和消毒处理，经卫生学评价合格后方可重新启用。



人群防控要求

1. 做好口罩、帽子、手套、防水靴套等救援物资储备。

2. 每日进行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发热、咳嗽等可疑症状时，须报告单位并及时
就医。应接种疫苗，接种疫苗后仍需注意个人防护。

3. 提高自我防护意识，提前了解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和需要采取的防护措施
。

4. 加强个人防护。救援期间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防
护等级口罩。口罩弄湿或弄脏后，及时更换。尽量避免长期接触淤泥、洪水
，条件允许时应戴手套、穿胶靴、扎紧袖口裤腿，趟水后应立即用清水冲洗
。

5. 加强手卫生。尤其是在接触洪水后或进餐前应用流动水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
剂揉搓双手。

6. 宜喝开水或瓶装水。不喝来源不明或被污染的水，不用来源不明或被污染的
水漱口、洗菜等，不食用被水淹的食品。

7. 减少在密闭场所的交流，交流时保持安全距离。

8. 应选择空旷的场所饮食、休息，减少聚餐和聚会。



人群防控要求

1. 做好口罩和手套等防护用品储备。

2. 积极参加培训学习，掌握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3. 每日进行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发热、咳嗽等可疑症状时, 须及时就医。应接种疫苗，接
种疫苗后仍需注意个人防护。

4. 做好个人防护。从事志愿工作期间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 口罩、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防
护等级口罩。口罩弄湿或弄脏后, 及时更换。

5. 注意个人卫生，避免用未清洁的手触摸口、眼、鼻，打 喷嚏、咳嗽时用纸巾遮住口、
鼻或采用肘臂遮挡等。

6. 保持手卫生。接触污染物品后或就餐前，要及时用洗手 液或肥皂在流动水下洗手，或
用速干手消毒剂揉搓双手。

7. 在为他人提供服务时，保持安全距离，尽量减少直接接 触.

8. 志愿活动期间用餐时，尽量错峰、分散用餐。

9. 不去人员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减少参加聚会、聚餐 等群体性聚集活动。

10. 注意作息饮食科学，避免过度疲劳，提高免疫力。



人群防控要求

1. 应接种疫苗，接种疫苗后仍需注意个人防护。

2. 每日进行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发热、咳嗽等可疑症状时, 须及时就医。

3. 积极参加培训学习，掌握基本防控知识和应急处置流程。

4. 注意个人卫生，避免用未淸洁的手触摸口、眼、鼻，打 喷嚏、咳嗽时用纸巾遮住口、鼻或采用肘
管遮挡等。

5. 工作期间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 罩、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防护等级口罩。
口罩弄湿或弄脏后， 及时更换.

6. 保持工作服干净整洁，及时对工作证、门把手、键盘鼠 标、文具、固定电话和办公桌椅进行必要
的清洁消毒。

7. 尽量减少纸质文件传递，减少人员接触；确需传递文件 的，交接后注意洗手，传阅文件时佩戴口
罩。

8. 接待来访人员时，应要求对方必须佩戴口罩。

9. 上门服务前，应提前与社区居民电话沟通上门时间；上 门服务时需做好个人防护，科学合理佩戴
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10. ±门服务期间，应减少使用厢式电梯，乘坐厢式电梯时 注意与他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11. 减少参加聚会、聚餐等群体性聚集活动。



人群防控要求

1. 保持工作服干净整洁，定期清洗消毒。

2. 工作期间每日进行自我健康监测，若出现发热、咳嗽等可疑症状时，须报告
单位并及时就医。应接种疫苗，接种疫苗后仍需注意个人防护。

3. 注意个人卫生，及时进行手卫生，戴手套，避免用未清洁的手触摸口、眼、
鼻，打喷嚏、咳嗽时用纸巾遮住口、鼻或采用肘臂遮挡等。

4. 邮件快件运送过程中，无近距离接触他人情况下可不佩戴口罩。

5. 尽量采用非接触方式如使用智能快件箱（信包箱）完成邮件快件收发。工作
期间全程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口罩弄湿或弄脏后，及时更换。

6. 乘坐厢式电梯时需戴口罩并注意与他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7. 患有呼吸道疾病期间，尽量减少外出，如需外出，应正确佩戴口罩，做好手
卫生。

8. 减少参加聚餐、聚会等活动。减少前往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和人员
密集的场所。



人群防控要求

1. 每日进行自我健康监测并记录，若出现发热、咳嗽等可疑症状，须报告单位并及时就
医。应接种疫苗，接种疫苗后仍需注意个人防护。

2. 保持值班岗亭、集体宿舍等清洁，物品保持干净整洁，及时清理垃圾，定期进行预防
性消毒。

3. 注意个人卫生，及时进行手卫生，避免用未清洁的手触摸口、眼、鼻，打喷嚏、咳嗽
时用纸巾遮住口、鼻或采用肘臂遮挡等。

4. 保持工作服干净整洁，定期清洗和消毒。

5. 工作期间注意个人防护，全程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口罩弄湿或弄脏后，
及时更换。

6. 医疗机构保安人员，应按相关要求加强个人防护等级。

7. 注意适度运动，保证睡眠充足。

8. 患有呼吸道疾病期间，尽量减少外出，如需外出，应正确佩戴口罩，做好手卫生。

9. 减少参加聚餐、聚会等活动。减少前往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和人员密集的场
所。

10. 接触入境人员或货物、交通工具的保安要固定岗位，避免境内、境外作业人员交叉。



人群防控要求

1. 上岗前确保身体状况良好，工作期间每日进行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咳嗽等可疑症
状时，须报告单位并及时就医。应接种疫苗，接种疫苗后仍需注意个人防护。

2. 工作服干净整洁，定期清洗，必要时进行消毒处理。

3. 在处理垃圾时，如遇弃用口罩等垃圾，切忌徒手捡拾。

4. 注意个人卫生，及时进行手卫生，避免用未清洁的手触摸口、眼、鼻，打喷嚏、咳嗽
时用纸巾遮住口、鼻或采用肘臂遮挡等。

5. 工作时应做好个人防护，全程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口罩弄湿或弄脏后，
及时更换。

6. 每日保洁工作结束后，及时对抹布、喷壶等清洁工具进行清洗消毒处理。

7. 注意适度运动，保证睡眠充足。

8. 患有呼吸道疾病期间，尽量减少外出，如需外出，应正确佩戴口罩，做好手卫生。

9. 减少参加聚餐、聚会等活动。减少前往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和人员密集的场
所。

10. 接触入境人员或货物、交通工具的保洁员要固定岗位，避免境内、境外作业人员交叉
。




